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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

张丁教授 点评 :口腔 医师在进行 卫生 宣教 时重点放 在 牙面清洁 ， 常常忽略 日常饮食时 于 牙 面

脱矿 的影响 。随着经 济的 发展 ，人 们 的饮食 习惯 发生 变化 ，尤其是 儿童服 用含 酸或产 酸 的饮食 、

饮料 的机率 大大增 加 ，关注饮食 习惯对 于 牙齿脱矿 的影响应该成 为我 们在新 的经 济情况下 口腔保

健应 考虑的 问题 。本文提 出的 与 牙齿侵蚀 症相 关的饮食建议 有助 于我 们 在 日常生 活 中预 防 牙齿

脱 矿 。

牙齿侵蚀症 是
一
种 不可逆 的牙齿 硬组 织 的缺

损 ，其发生与酸性物质的化学反应相 关，而与细菌

无关。根据联合国对儿童和成人的侵蚀症调查显示 ，

乳 牙列和恒 牙列的侵蚀症 流行病学 指数分 别高达

65%和 62%。许多国家对侵蚀症的流行病学研究逐

渐增多 ，而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却很缺乏 。尤其令

人担忧的是在儿童和成人中，患有侵蚀症的数量在

逐步增加。然而 ，至今尚未 见到对侵蚀症全面综合

J
性的研究。此外 ，大量不同的指数和标准被用于评

估牙齿表面缺损的情况 ，这些对于大范围的流行病

学研究有
一定益处 ，但却增加 了不同研究之 间比较

的难度 。

牙齿在隔离状态下
一
般不会发生侵蚀症 ，其发

生是 由于酸导致牙齿釉质软化 ，由于刷牙或者牙齿

相互接触 (例如磨牙或叩齿 )等原因，致使釉质更

易被磨损。参与侵蚀过程的酸不是 由菌斑生物膜微

生物产生的，它们常来 自于机体本身 ，例如慢性返

酸 、呕吐或者反流 ，导致 胃酸到达 口腔 ;或者机体外

部 ，例如环境或者药物 ，当然 ，最重要 的是饮食 。(表

l) 本文的主要 目的是 阐述 引起 牙齿侵蚀症 的饮食危

险 因素 ，以利于指导侵蚀症 的预 防和治疗 。

表 1 与牙齿侵蚀症发生高度相关的表现和因素

与进食障碍性疾病有关的呕吐

与胃肠疾病有关的回流或慢性反流

规律且大t服用酸性药物 (例如乙酞水杨酸咀嚼片)

品酒职业

大量食用酸性饮料和食物

牙齿侵蚀症和酸性饮食

译者 北京协和医院 口腔科正畸科

北京东城 区东单 帅府园1号 100730

理论上 ，
一些含酸饮料和食物易导致 牙齿 发生

侵蚀症 。 (表 2) 酸性饮料包括酒精饮料和非酒精饮

料 (软饮料 )。而软饮料 又包括 多种含糖和不含糖 的

酸性饮料 ，例如碳酸饮料 、水果 口味饮料 、果汁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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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食用酸及其来源

醋酸

维生素C

碳酸

柠橡酸

苹果酸

草酸

磷酸

酒石酸

含有醋的食物、泡菜和调味料

维生紊 C咀嚼片 一些饮料

碳酸饮料

柠橡汁和水果

苹果和苹果汁

大黄

软饮料 (例如可乐)

葡萄和葡萄汁 ，葡萄酒

具有潜在侵蚀性的饮料

软饮料 :含糖和不含糖 .二氧化碳 、非二氧化碳

和水果 口味的饮料 、果汁、运动和能t饮料

一些凉茶

酒精饮料

具有潜在侵蚀性的食物

新鲜的酸性水果 (例如葡萄、苹果和柑橘) 其被

过度食用时

醋和含有醋的食物和调味料 (例如盐和醋调拌的

土豆片和土豆泥)

番茄酱

水果类的糖果 (加糖的和不加糖的)

时 ，在吞咽之前将饮料在 口中细品或者反复搅动增

加 了牙齿暴露于酸的时间 ，使侵蚀机率增高 ，而冰

镇饮料与室温饮料相 比，其致侵蚀性则大为降低 。

随着对酸性饮料致侵蚀性的担忧逐渐增多 ，人

们正努力发展低侵蚀性饮料。然而 ，即使这样的产

品问世 ，也不能过度饮用 。

饮用大量酒精饮料也可导致牙齿侵蚀症 ，不只

因为酒精饮料的酸性成分 ，还与其他情况相关 ，例

如 胃液反流 ，频繁的呕吐和唾液的变化 。关于饮酒

和牙齿健康 的相关性研究 目前还不多见。
一些研究证实 ，过度或者异常方式食用酸性水

果 (例如生柑橘 、苹果和草毒 )与牙齿侵蚀症 关系

密切 。然而 ，体外研究却发现水果对牙齿的侵蚀性

要远低于果汁 ，几乎没有证据说明牙齿侵蚀症 /牙

磨损与食用水果有关联 。水果具有重要的营养价值 ，

例如维生素 、纤维和其他生物成分 ，能够预防 口腔

癌的发生 。儿童的摄取率
一
般都很低。这些方面综

合考虑 ，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为 了预防牙齿

侵蚀症的发生而需要减少水果的食用 。

然而 ，在两餐之间经常食用水果糖则应该给予

足够的重视 ，其不但延长了酸在 口腔 中暴露的时间，

而且 降低食欲 ，影响儿童 在正 常就餐时 间的食物

摄取 。

一些食物对 口腔健康具有保护作用 。在饮用酸

性饮料之后食用 209的乳酪可抵御釉质的软化。为

了预防牙齿侵蚀症 ，此种方法应广泛宣传。

量和运动饮料 。在发达 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 ，随着这

些软饮料的种类和消费的增加 ，人们也逐渐意识到

其对 身体的潜在危害性 。

大量证据显示饮用软饮料和牙齿侵蚀症之间存

在相 关性 。对儿童和成人的研究显示 ，与偶尔饮用

软饮料的儿童相 比，每天饮用软饮料的儿童患侵蚀

症的可能性大 ，并且与每天饮用的量成正相关。尤

其是睡前饮用软饮料 ，对牙齿的损害更大 。尽管纯

果汁对于营养的摄取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建议
一
天

当中最好仅饮用
一
杯 ，且最好在进餐期间饮用 。

一
种饮料对牙齿侵蚀症 的潜在危害性除了与酸

的 PH 值 、类型和含量有关外 ，还受钙 、磷和氟化

物浓度 等条件 的影响 。除了饮料 的化学 成分之外 ，

饮用 习惯等方面也影响牙齿侵蚀症的进展 。喝饮料

与 牙 齿 侵 蚀 症 相 关 的 饮 食 建 议

利于 口腔健康 的饮食建议应 同时有利于全身健

康状 况。全面禁止饮用软饮料是不现实的 ，为 了保

护牙齿 ，健康饮食 ，我们应尽量做 到 以下几点 :

*减少酸性饮料和酸性食物的食用频率和数量 ，

尤其避免 睡前饮用酸性饮料 。

* 建议 酸性饮料 不应加到婴儿奶瓶 中食用 。

* 建议 即使食用软饮料 ，最好低温饮用 ，
一
次

喝完 ，同时仅 限于用餐期间。

* 不鼓励食用酸性糖果 ，尤其是在两餐之 间。

* 鼓励 多饮用水和
一些营养饮料 ，例如牛奶 ，

食用
一些新鲜水果 ，提倡健康平衡饮食 。

* 建议摄取酸性饮料和食物后 ，再食用
一
些 中

和性质 的食物 ，例如乳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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