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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儿童菌斑堆积相关变量的纵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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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的 分析 4468 名 7一12 岁儿 童的恒 牙颊 、聆 面每年菌斑堆 积状 况 的变

化及相 关变量

方法
’
j材 料 用 sil ness& h)e菌 斑 指 数 评 估 颊 面 的 IJ腔 卫 生水 平 ;用

简化 的 CarV。lh0菌斑指 数评估 习合面 通过 其父 母或学校保健 中心填写 的

问卷 收集其 11腔
一
lJ-生 习惯 的数据 用 配置 了一 阶广 义评估 方 程 ((;EEI )

的多序逻辑 斯
一
啼回归模 型评估 涉及 数据相 关结构 的总体平均效果 。

结 果 女孩刷 牙次数 明 显多于 男孩 (由家长表述 )，且 菌斑 明显 少于男

孩 在所有 调查年 份 ‘}，，开始刷 牙的年龄 早 、不每天饮用 含糖 饮料 、以及

每天刷 牙至 少 2次者 与较 低 的菌斑 记分 明 显相关 。父母 的刷 牙帮助 似乎

并不影 响 牙合面菌斑 的堆积 ，但 是对稍大年龄儿童 的切 牙和前磨 牙唇颊 面

的 菌斑 量有 影响 有 窝沟封 闭剂者 明显较 少菌斑堆积 飞

结论 对
一
在校 儿 童预 防策 略 的未来 方针 ，可 以推 荐在 稍大年龄 时仍予

刷 牙帮助 封 闭hlJ 的应 用 可 予鼓励 ，但须进
一 步研 究 以证 实封 闭剂是 否

确实增进 口腔清 洁水平

口腔流行病 学 主 要是针 对龋齿 和/或 牙周病 的危 险 囚

素评估 ，包括 以菌斑 记分作 为多儿分析 中的 协同变星

文献中
“
菌斑 堆 积

”
并不经常作 为反应变 童 这 可能 是

因为菌斑 记分实 际 上是 对 某一特 定 时 刻状 况 的测 定 ，

并且难以 币复 几但 是 山 J
飞
菌斑 对龋齿 和牙周病 两者 的

发展都非常 重要 ，});l而伯得 更加深 人细致地研 究

聆 面 的 菌 斑 ，1丁引 起 窝 沟 龋 ; 而 颊 面 的 菌 斑 有 海 牙 周 健

康 ，因 此 两 者 须 要 分 别 观 测 人 多 数 菌 斑 记 分 是 记 录

译者 北 尔大学 日腔}，学院

北 京海淀l犬‘1，关村l有大街 221，少 I()()()81

中国!】{控医学继续教育杂 态

牙颈 部的 菌 斑 堆 积 (大 多 出 自牙周 病 学 界 )，这 或 许 是

‘些 调 查 显小 的在 日腔 卫生 水 平 、lJ腔健 康 习惯 、以及

龋 病 发 生之 间 的关 系 不明 的缘 故 。、如果 考 虑 到 牙 菌斑

不仅 藏 匿致 龋 菌 ，还 是 氟化 物 和其 它 有 益 物 质 的储 库 ，

就能 更 好地 理 解 这 种 似 乎 互 相 矛 盾 的观点 、此 外 ，不能

仅 以菌斑 堆 积 的状 况来 评 估 lJ腔 卫生 ，因 为菌斑 堆 积

是一 个 与诸 如饮 食 习惯 等 多种 因素 有关 的 复杂过 程 。

而且.根 据 定 义 ，菌斑 记分 是对 某
一
个特 定 时 刻 日腔 清

洁水 平 的判 释 ，因而 不
一 定 能 代 表 其整 个 调 查 期 间 的

状 况 以往 的一项 横 向研 究 表 明 ，有 4种 日腔 卫 生 和

饮 食 习惯 与 当地 7岁 儿 童 混 合 牙 列 中菌 斑 含量 临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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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少 明显相 关 :(l)在 2岁 以前 开 始刷 牙 ，(2) 每 天刷 牙

至 少 2次 ，(3) 限定 餐 间零 食 每 天 少 于 2次 ，(4)不每 天

饮 用 含糖 饮 料 。在此 多元 模 式 中 ，
“
刷 牙帮助

”
和
“
父 母

帮助
”
未达 统计 学 显著性 男孩倾 向于有 较 多 的 菌斑

量 上述 结 论 出 白
一项 历 时 6年 观察 与菌斑 堆 积 有 关

的潜 在 危 险 指 征 的大样 本研 究 「

取样

由 于 文 献 中很 难 找 到 对
一
长 期 口腔 卫 生 水 平 变 化 的 研

究 ，因此 本 研 究 的 目的 是 调 研 每 年 检 查
一 次 的 7一12

岁在 校 儿童 恒 牙颊 面 和 矜 面菌 斑 堆 积 的状 况 及其 相 关

因素 。

本 调 查 应用 了源 于 比利 时佛 兰 德 的
一
个 纵 向 口腔 健康

筛 查 的 数据 本研 究经 伦 理 委 员会批 准 ，从学 校 的资料

中选 出代 表 1989 年 出生 群 体 的 4468名 在 校 儿 童 。并

依 区域 及 教 育系统 对 学校 随 机 选 取 的 )L童 取 样 分层 。

调 研 开 始 时 的 平 均 年 龄 是 7.08岁 (标 准 差 土0.4 )，样

本 中男孩 和 女 孩 的 比例 分 别 是 51 .9%和 48.1% 、孩子

们 连续 6年 由经 过 培 口11的 才 医在 校 内一 个 流 动 牙科 门

诊 中 每 年 检 查 l次 (1996一2001)。每 年 调 查 的样 本状

况 见表 L

方法与材料

表 l 样木特点

调 研 年 份

特 点 1996 1997 1998 1999 2()()O 2001

被 查 儿童 数

男孩 (%)

女孩 (%)

平 均 年龄 (标 准 差 )

乳 牙 LIJ位 数 (QI
一
Q3)

恒 牙 呀‘位 数 (Q卜Q3)

4 351

51.9

48.1

7.1(04 )

15(13
一18)

8(6
一10)

3 899

51.8

48.2

8.1(0.4)

12(12
一14)

11(10
一12)

676

51.4

48.5

8.9(0.4)

12(10
一12)

12(12一13)

539

51.5

48.5

9.8(04 )

10(7
一12)

13(12一16)

3 419

51.3

48.7

107 (04 )

6(2一10)

】7(14一22)

3 291

50.9

49.1

11.6(0.4)

2(0
一6)

22(18
一22)

(Q l) 第
一
象 限 ; (Q3) 第 二象 限

检 查 校 准 后 ，在 6年 的 纵 向 调 研 中 ，所 有 的 检 查 均 由 同

样 的 16 位 牙 医 完 成 这 些 检 查 者 是 从
一
大 批 经 3天

强 化 培 训 的 全 科 开 业 医 生 中 考 核 挑 选 的 ，他 们 每 年 都

参 加 由 英 国 社 区 牙 医 研 究 协 会 (theBritisllAss()ciatio;1

f(，:thestudy耐 com，11unityDentist卿 BASCD)规 定 的 指

导性 培 训 和 规 范 课 程 。本 调 研 完 整 方 案 的 所 有 描 述 包

括 校 准 细 则 和 描 述 结 果 可 查 阅 Van ()l) bel’gen等 人 的 文

早

);左 土 第
一
前 磨 牙 、2.4 (6.4 );左 下 第

一
磨 牙 、3一6 (

7.5 );右 下 第
一
前 磨 牙 、4.4 (8.4 );及 右 下 中 切 牙 、

4.1(8.1) 的 颊 面 ‘〕使 用 仁l镜 和 W HO 社 区 牙 周 治 疗 需

要 指 数 (C‘)nlmunity l
)
erio〔lontal Inole、 。f treatment

Neecls CI 叹TN)E 型 探 针 ，如 果 有 恒 牙 ，则 优 先 选 用 恒

牙 二 对 替 换 晚 期 的 乳 牙 不 作 菌 斑 记 分 ()

用 SilnesS和 Loe描 述 的 菌 斑 指 数 (plaquei;ldexpl)

评 估 日 腔 卫 生 水 平 ，检 查 Ran lfjord牙 (或 其 相 应 的 乳

牙 ):右 上 第
一
磨 牙 、1.6 (5.5 );左 上 中 切 牙 、2.l( 6.1

用 简 化 的 Calva lh()等 的 菌 斑 指 数 记 录 第
一
恒 磨 牙 矜

面 的 菌 斑 :

. 代 号 0:无 ，，f见 菌 斑 (Ca，
，
valho 等 的 :代 号 O)

. 代 号 1:，!丁探 及 局 限 于 窝 沟 的 菌 斑 (Carva lll、)等 的 :

代 号 l和 2)

中 }叫11腔 医学 继 续 教 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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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协 同变 量 :(l)性 别 、(2) 年 龄 、(3) 每 天 饮 用 含糖 饮

料 、(4) 餐 间零 食 、(5) 吃 饼 干 、(6) 吃 糖 果 、(7) 全 身 使

用 氟 化 物 、(8)刷 牙 帮 助 、(9)刷 牙 的 次 数 、(10) 开 始 刷

牙的年 龄 、(11)至 少有
一 个 聆 面有 封 闭剂 、(12) 作 为反

应 变 量 的观 测 胎 面有 窝 沟封 闭剂 、以及 (13) 检 查 者 ，对

每颗 牙齿 分 别 建立 模 型 (二在 这此 模 型 中 ，除 了性 别 和 开

始刷 牙 的年 龄 外 ，所 有 的协 同变 量 均 随 时 间 而 变 化 。为

了评 估 协 同变 量 在 调研 的儿年 中 的变化 ，检 测 了交 互

作 用 项 (intera(ftionterms)的 显著 性 ，若 有 显著 性 则 在

最 终 模 型 中采 用 。考 虑 到 对 同
一 个 儿 童 的 观测 数 据 间

的 相 依 性 ，模 型 配 置 了 SASGENMOD 程 序 (9.1版

本 )〕对 作 为 回归 函数 的菌 斑 堆 积 的相 依 性 专 门进 行

了逻 辑 斯 谛 回归模 型 的边 缘 检 测 ，并用 分层 估计 量评

估 其 标 准误 二)由于孩 子们 年幼 ，并 且 并 不 知道 其 临床

检 查 的 口期 ，因此 有 理 由设 定 其 丢失 的数 值 完 全 是 随

机 的 。本 调 研 结 果后 来 被认 定 为完 整 的数 据 案 例 。所

有统 计 检 测 的 显著性 水 平 均 假设 为 5%

对
‘
说 明 变 量 的性 别 差 异 检 测 显不 ，在 餐 间 零 食 、氟 剂的

使 用 、以 及 }几领 第
一
磨 牙 有 窝 沟 封 闭 剂 方

一
面 ，未 见 明显

差 异 12 岁 日」
‘
，经 常 吃 糖 果 的 女 孩 (406% )多 于 男孩

(35.7% )。 8岁 时 ，无 封 闭 剂 的 男 孩 明 显 更 多 (87 .6%，

女 孩 为 83 .5% );在 7一8岁 时 ，更 多 女 孩 下 领 磨 牙有

封 闭 剂

男孩 颊 面 有 菌 斑 堆 积 者 多 于 女 孩 ，每 年 检 查 的所 有 6

颗 Raln巧()I’d牙均 如此 二)黯 而菌 斑 堆 积 情 况结 果 相 似 ;即

所 有 磨 牙均 有 菌 斑 堆 积 的女 孩 少 于 男 孩 几 图 2a一2f显

小 了整 个 6年 间 调 研 的 牙 1.6 (如果 还 没 有 ，则为牙

5.5) 颊 面及 牙合面各 类 菌斑 记分 的 男女 儿 童 比例 通过

这 此 图小 ，可 以推 论恒 牙颊 面 及抬 面 菌斑 的堆 积从 7

岁 到 12 岁持 续 降 低

结果

在 检 查 的第
一
年 ，获 得 4351 名 儿 童 (占初 选 4468名 儿

童 的 97% )完 整 的 临 床 数 据 集 (〔la:aset)，以 及 3271名

儿 童 (占 73% )完 整 的 临 床 及 问 卷 数 据 集 在 每 年 的调

查 中 一 些 儿 童 在 检 查 日缺 席 (见表 l)，1996年 为

117 名 ，2001 年 时 缺 席 1177 名 颊 面 和 牙合面 平 均 菌 斑

记 分 见表 3、 这 两 项 记分 均 随 着 年 龄 的增 加 而 降 低 1

对 每 颗 牙川 多 序 逻 辑 斯 啼 回 归模 烈 分 析 的结 果 显示，

以 F变 量 对颊 面 菌斑 量 有 明 显影 响 :性 别 (女 孩 较 好 )、

每 日饮 用 含糖 饮 料 、刷 牙 次 数 、以 及 开 始 刷 牙 的 年龄。

而餐 间零 食 多 丁 2次 、吃 饼 十 、及 吃 糖 果 则 对 其 无 明显

影 响 还 发 现 ，在 较 大 年 龄 日J
一
还 一 直接 受 刷 牙 帮助 的儿

童 ，其 切 牙 和 前磨 牙唇 颊 [fli明 显很 少菌斑 堆 积 对牙

4.1(或 乳 牙 81) 进 行 的 GEE参 数 评 估 分析 见 表 4

男孩从 9岁起每 日饮用 含糖饮料明 显更多 ，女孩在所

有年龄均 明显更 多的吃饼 f 女孩刷牙 明 显更经常 (除

了 8岁时的评估外 )，并且在 10 岁 以前似接受 帮助更

多 。连续 6年调 查 的饮 食 及 日腔 巨生 习惯 结 果 见图

la一1(l所示

对 所 有磨 牙 6年 的 观察 发 现 ，其 矜 lfll的 菌斑 状 况 与年

龄 、性 别 (女孩 较 好 )、每 日饮 川 含糖 饮 料 洲lJ牙 次 数 、开

始刷 牙的年 龄 、以及有 窝 沟封 闭 剂均 明 显相 关 。刷 牙帮

助 并 尤 明 显的影 响
“
吃糖 果

”
或
“
吃 饼 十

”
与牙合面菌斑

的状 况 并 尤恒 定 的 关 系 」但 是 ，有 窝 沟 封 闭 剂 与聆面

较 少菌斑 堆 积 明 显相 关 对 牙 4.6的 GEE参 数评 估分

析 见表 5

表 3 以菌斑 记分均 数和标准 差 (括 号中 )表不的 日腔清洁水平 (菌斑堆 积 )

调 研 年 份

1996 1997 】998 1999 2()()() 2〔)()】

颊侧 菌斑

矜而1筒斑

O斗8(049)

036(047)

0.56(O巧5)

023(0.36)

0.56(0石5)

0.18(0.34)

05 】(O万2)

0.14(0.30)

O，46(0乃 l)

0.10(0.25)

0.37(0.5()

0()7(().20)

，}，1司川 悴医 学 继 续 教 育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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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处理 流 行 病 学 的 数据 应 注 意 儿点 第 ，数 据 丢失 的 问

题 本 研 究 ，!，流 失 者 主 要 与研 究 目的 尤 关 ，是 卜I生病 或

转 学 而 在 检 查 日缺 席 第 一 年 的结 果 (调研 7岁时 )显

小 ，缺 失 问 卷 的 儿童 ，不 管 是 颊 面 或 是 牙们衍的 菌 斑 记

分 ，与进 人 多儿 分析 的 儿 童比 ，没 有 显 片性跌 异 这 此

结 果 可 能 表明 ，那 些 末将 问 卷送 回 的 儿童 对 其 牙齿 健

康 的关 注 与交 回问 卷 者 大致 相似 ，因 而 工一J腔 卫生 水 平

相 似 -

是菌斑堆 积的显著变量 ，但另一些 人却特 别指 出刷 牙

次数
’
J菌斑 堆 积及 牙眼炎 的相关性 很 低 ， 刷 牙次 数

并不 一定 反映菌斑 清除 的彻底性 根据本研 究连续 6

年调研 的结 果 ，我 们明确地强调刷 牙次数的重要性 。

显然 ，刷 牙帮助对磨 牙的矜 、颊两面的菌斑堆积 未 见益

处 然 而对 l)]牙和前磨 牙 ，在较大年龄时刷 牙帮助 对唇

颊 面菌斑堆积是一 个 显著变量 。因此在较大年龄仍 ，!f

推荐刷 牙帮助

第 二点 应指 出 的 是 ，菌斑 堆 积 记分 的 有 效性 这 个 问 题

在涉 及 多 名 检 查 者 的纵 向调 研 ‘1，尤 为 币 要 作 者 们 1卜

常 清楚 本 研 究 中应 用 的 日腔 !J.生评 估 力
一
法 ，是用 探 针

和 只根 据 菌斑 指 数 记分 ，不 ‘:f能 判断 检 杏 的 ‘:r重复性

在 培 训 和校 准 11寸，菌斑 被 第
一
位 检 查 者 除 去 ，}大l而 第 几

位 检 查 者 就 不 能 评 判最 初 存 在的菌 斑 }，哥 不过 ，Edt‘，n

等报 告 数 墩不 多的检 查 者对 菌斑 指 数 和 牙敞 指 数 的 校

准 有 可能 达 到 高 度 的一致 并保持 始终 本研 究 中有 16

位 检 查 者 他 们接 受 了 训练 J门IJ幻 灯 片校 冰

分析 显示 ，有窝沟封 闭剂的磨牙矜面菌斑堆积明 显地

少 很清楚 ，窝沟封 闭剂具有抑龋作用 ，并被全世 界推

荐为个体保健项 目 本结 果提示 ，封 闭剂可能还 另 有

消除早期 龋发生 的最重 要因素之一的抗 菌斑作用 。牙

齿修 熨材料 的表面 与牙齿表面的不同 ，ll[能会影响菌

膜 的形 成及细菌定植 于 日腔的能 力。但是 ，研究 显示 ，

影响 l̂I体 表而 早期 菌斑 形成的主要是 口腔环境 而非材

料 的相 关参 数 、。 并 目_，有研 究表 明 ，抛 光 的复合 树脂

增 加 J
’‘仁物膜 的形 成 由此 ，对本研 究的结果须作谨

慎解 释

根据描述性结 果 撇示随 若年龄增 大菌斑堆 积 明 显地持

续降低 孩 子们 的用 手技 能随年龄增 大而改 善。其刷

牙的效果 也得 以提 高 ，囚 而减 少 了菌斑堆 积 是可预料

的 对于 洲幸面的 菌斑 堆 积 ，以 了卜的研究 表明 牙齿 萌 出

期
‘
。形幸面的菌斑 堆 积了Jl川显关 系 〕迟 萌 者(基线 时恒

磨 牙未萌 )较 旱萌 者 (慕线 时所 有 4颗
J
巨磨 牙均 萌 出 )

在 2一3年 ‘!，菌斑 堆积更 多 萌 出期 对 颊面菌斑堆积 末

见明 显影 响

结论

本纵 向调研确认 ，以下 二个参数 与 7一12 岁儿童 的菌

斑堆 积 掀著相关 :开始刷 牙的年龄 、每 天刷 牙至 少 2

次 、以及不你 日饮用 含糖饮料 。女孩刷 牙次数显 著多于

男孩 ，她们的 菌斑 明 显地 少 、父母 的刷 牙帮助对第一磨

牙矜 lfli菌斑 的堆积影响不大 ，但对较大年龄儿童 切牙

和前磨 牙唇颊 面的菌斑量有影响 除 了含糖饮料 以外 ，

菌斑 址 与饮 食习惯之 间未 见明显相关 。

本研 究 确 认 ，女 孩 刷 牙 明 城多 厂男孩 (fl !父 母们报 告 )，

因而她 们 颊 面洲汀烦菌斑 堆 积 明 撇地 少 颊 面的结 果
’
j

以前的一 此 研 究 一致 本 研 究结 果 也支持
一 个欧 洲 的

调研 所 见 ，即 女 孩
一
普遍 有 较 好 的 刷 牙 习 惯 (除 了法

国)_总 的看 来 ，女 孩 似 乎更 关心 她 们 的 个人 R生 _

虽然开 始刷 牙的 年 龄 和刷 牙的 次 数 已 被 很 多作 者证 实

对于预防策略的未来方针 ，可以推荐 由父母或监护者

对稍 大年 龄 的儿童提 供刷 牙帮助 ;鼓 励封 闭剂 的应

用 ，但需进
一步研究 以证实封闭剂是否确实能增进 日

腔清洁水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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