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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武汉大学口腔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复旦大学附属

口腔医院、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

属口腔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口腔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林焕彩、台保军、冯希平、卢友光、闫福华、栾庆先、司燕、刘雪楠、杜民权、

郑树国、张颖、欧晓艳、荣文笙、胡涛、黄瑞哲、曾晓娟、黄少宏、轩昆、陈曦、江汉、支清惠、周燕、

陶冶、马哲、陆海霞、朱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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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牙与牙接触区周围向四周展开的空隙称外展隙或者牙间隙，容易堆积牙菌斑、食物残渣、软垢，是

牙周病和龋病的好发部位。刷牙可以有效控制牙菌斑。但是，由于牙间隙的位置特殊，牙刷刷毛不能完

全进入牙间隙进行有效的清洁[1]。因此，有必要借助牙间隙清洁工具辅助清洁牙间隙。 

目前，我国居民使用牙间隙清洁工具的比例非常低。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中老年人群中仅有0.8%~2.0%的人每天使用牙线[2]。事实上，绝大部分人都有牙间隙清洁的需要，但目

前已建立良好的牙间隙清洁习惯的人比例很低。我国关于如何正确地选择和使用牙间隙清洁工具尚未达

成共识，在很大程度限制了牙间隙清洁工具的推广和使用。 

因此，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制牙间隙清洁工具使用指导的专家共识。本

共识介绍牙间隙清洁工具的定义、分类、适用情况和使用方法。共识的制定有助于加强牙间隙清洁的观

念，推广牙间隙清洁工具的使用，改善口腔卫生的状况，降低口腔疾病的发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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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间隙清洁工具使用指导的专家共识 

1 范围 

本共识明确了牙间隙清洁工具的定义、分类、适用情况、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本共识适用于开展口腔健康教育与促进的卫生健康工作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牙间隙清洁工具 interdental  cleaning devices 
是指用来清洁牙间隙的工具。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牙线、牙间隙刷、牙签、冲牙器[3]。它们主要

用于对牙间隙处牙面的清洁，以去除牙面上的牙菌斑、软垢和食物残渣。 
 

牙线 dental floss 
由合成纤维或其他材料制成，用于清洁牙邻面以及固定桥组织面等部位附着物的线状口腔清洁护理

器具[3,4]。 
 

牙间隙刷 interdental brushes  
又称牙缝刷、牙间刷，是一种用于清洁牙间隙的单束小毛刷，一般由刷头和手柄组成。常见的刷头

由中央的金属芯和放射状排列的柔软尼龙丝组成[3,5]。 
 

牙签 toothpicks 
用木材或其他原材料加工而成的制品，主要用来剔除嵌塞在牙间隙内、根分叉区的食物残渣及软垢

的工具[3,5,6]。 
 

冲牙器 oral irrigator 
是一种以脉冲喷射水流冲洗牙齿表面和牙齿邻间隙的工具，并通过压力水流冲洗部分龈下区域，达

到清除牙间隙残留食物、清洁口腔的目的[7,8]。 
 

4 牙间隙清洁工具的分类 
牙线的分类 

常见的牙线有卷轴牙线和持线柄牙线（又称牙线棒、叉式牙线）。此外，还有带硬质穿引头的特殊

牙线。按材质分类：可分为尼龙纤维、聚酯纤维（涤纶）、聚四氟乙烯、棉线等。聚酯纤维牙线又可以

分为膨胀聚酯纤维牙线和非膨胀聚酯纤维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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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涂层分类：可分为含蜡牙线、不含蜡牙线。 
按形态分类：可分为圆形牙线、扁平牙线[9]。 
牙间隙刷的分类 

牙间隙刷为单束毛刷，有多种形状和型号可供选择，牙间隙刷头和手柄可一体化或分体设计[10]。 
按外形分类：可分为直型牙间隙刷（straight interdental brushes）和角型牙间隙刷(angled interdental 

brushes)。直型牙间隙刷是刷头的中央金属芯与手柄长轴在一条直线上，角型牙间隙刷是刷头与手柄长

轴呈一定的角度[6]。 
按刷头直径大小分类：可分为粗细不同的牙间隙刷[9,11]。 
按刷头几何形状分类：可分为圆柱状、圆锥状和腰状[11,12]。 
牙签的分类 

牙签可根据不同材料、质地、横截面和表面涂层进行分类。 
按材料分类：可分为木质、竹质、塑料、橡胶、硅胶等[13,14,15]。 
按质地分类：可分为硬质牙签和弹性牙签。 
按横截面形状分类：可分为圆形、扁圆形、三角形等 。 
按表面涂层分类：有含氟化物、洗必泰涂层的牙签[13,16]。 
冲牙器的分类 

冲牙器主要分台式和手持式两种类型。台式冲牙器需连接电源使用，水箱容量较大。手持式冲牙器

内置电池，便携性好，但水箱容量较小。两者功能上并无区别。冲牙器最常见的喷头是由硬质塑料制成

的标准喷头，也有适合正畸患者和牙周炎患者的专用喷头[17,18]。  
 

5 牙间隙清洁工具的适用情况 
    推荐使用合适的牙间隙清洁工具，每天至少清洁一次牙间隙。 

牙线的适用情况 
当牙龈乳头存在，无附着丧失和根表面暴露时，牙线是最有效的清除牙间隙中的牙菌斑、软垢、

食物残渣的工具。两颗牙形成接触关系时就可以使用牙线[19]。持线柄牙线便于握持，更适合家长或照

顾者帮助他人进行口腔清洁时使用。对于口腔内有固定桥、种植体、固定矫治器的人，由于牙线进入

清洁部位困难，可使用带硬质穿引头的特殊牙线或借助牙线穿线器进入需要清洁的区域[9]。 
牙间隙刷的适用情况 

适用于清除牙刷等无法清洁的部位，主要包括[5,9,13]：①牙龈退缩存在三角间隙或天然牙间隙; ②牙

邻面的凹形表面; ③暴露的根分叉；④缺失牙的前后邻面、第三磨牙远中面；⑤固定间隙保持器周围以

及金属丝与牙面间的缝隙；⑥正畸托槽周围及弓丝与牙面间的缝隙；⑦牙周夹板与牙面间的缝隙；⑧种

植体周围；⑨固定桥或联冠的修复体下方。 
牙签的适用情况 

适用于有牙龈退缩、根面暴露、根分叉暴露的人群[5,6]。牙签清洁牙菌斑的效果有限，且使用不当

易损伤口腔组织[13]。因此，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其他牙间隙清洁工具。 
冲牙器的适用情况  

适用于 6 岁以上[20]有牙间隙清洁需要的人群，尤其适用于口腔内有固定桥、种植体、固定矫治器

者，以及因头颈部手术进行了颌骨固定的患者和无法掌握牙线使用方法的人[8,13]。 
 

6 牙间隙清洁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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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线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6.1.1 卷轴牙线的使用方法 

a) 截取约 45 厘米长的牙线，其长度大约为从手指末端到肘弯。用左右手的中指第二指关节分别

缠绕牙线，左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执线，然后绷紧牙线，使两指间的牙线长度约为 1.5 厘米。 

b) 正常情况下，相邻两颗牙紧密接触，牙线需要前后做拉锯式动作以缓慢通过接触点/区，进入

牙间隙，不要过分向下加压，以免损伤牙龈。 

c) 将牙线呈 “C”形包绕牙面，紧贴一侧牙的牙颈部，使牙线与牙面接触面积最大。 

d) 使牙线进入牙龈沟内，向牙龈下方轻轻移动牙线，直到感觉有阻力。再由龈沟向切缘(牙合)

方向移动，以刮除牙菌斑，重复数次，再将牙线包绕到牙间隙另一侧的牙面，重复此动作。 

e) 将牙线取出，放入相邻牙间隙中，重复 c)和 d)动作。 

f) 清洁上颌前牙时，将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收拢握手心，用拇指和食指执线，使牙线绷紧，引

导牙线向上，然后进入牙间隙。 

g) 清洁右侧上颌后牙时，用右手拇指及左手食指执线，使牙线绷紧，然后将牙线从（牙合）面

通过两牙接触点，拇指在颊侧协助将面颊牵开。 

h) 清洁左侧上颌后牙时转为左手拇指及右手食指执线，方法同 g）。 

i) 清洁所有下颌牙时，可由两手食指执线，引导牙线向下，通过接触点，一只手的食指执线在

舌侧，另一只手的食指执线在面颊侧。 

如此按照一定顺序，依次、逐个清洁全口牙的邻面，包括最后一颗牙的远中面。当牙线清理下

一个牙间隙时，根据需要移动或冲洗牙线。牙线使用完后可用清水漱口[5,9]。 

6.1.2 持线柄牙线的使用方法 
a) 缓慢拉锯式使牙线穿过牙邻面接触区，清洁牙远中邻面时，需将持线柄向近中端移动，使牙

线包绕远中牙面；清洁牙近中邻面时，持线柄则需向远中端移动。 

b) 使用时牙线应进入牙龈沟内，呈字母“C”形。 
c) 如果是帮助他人清除邻面菌斑，照护者需将牙线固定在被照护者的牙接触点靠近中的牙齿邻

面上，用手辅助托住被照护者的下颌，以防过度用力导致牙龈损伤[9]
。 

6.1.3 固定桥组织面、种植体、固定矫治器的牙线清洁方法 
用带硬质穿引头的特殊牙线或借助牙线穿线器，使牙线进入需要清洁的区域。 
a) 固定桥组织面的清洁。牙线进入基牙和桥体之间，首先清洁近中基牙的远中面，牵引 2.5-5

厘米牙线进入桥体下方，呈“C”形包绕基牙牙颈部，垂直和水平移动牙线，以去除基牙牙菌

斑。 继而将牙线滑到桥体下，垂直和水平来回移动几次，清除桥体下牙菌斑。最后清洁远中

基牙的近中面。 

b) 种植体的清洁。牙线进入牙间隙，呈“C”形包绕种植体的牙颈部，垂直和水平移动牙线，以

去除牙菌斑。有种植桥体时，使用方法同固定桥。 

c) 固定矫治器的清洁。牙线位于钢丝和牙间隙之间，双手大拇指和食指分别执线，清理牙间隙。

清洁正畸托槽时，将牙线置于托槽周围，垂直和水平来回移动几次，清除托槽周围的牙菌斑[9]。 
6.1.4 使用牙线的注意事项 

a) 在刷牙前使用牙线效果更好[21]。 

b) 用牙线清洁牙间隙时要轻柔，否则可能会导致牙磨损[22]或损伤牙龈组织[23]。 
c) 牙线的正确使用需要经过多次练习，必要时可以请口腔专业人员指导[23]。 

d) 持线柄牙线有适合前牙的“F”形和适合后牙的“Y”形两种，根据需要选择使用。 

牙间隙刷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6.2.1 牙间隙刷的使用方法 

a) 根据牙间隙的大小挑选适合自己的牙间隙刷。一个人口腔内不同部位的牙间隙可能大小不同，

需要选择粗细不等的多只牙间隙刷[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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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用食指和拇指握住牙间隙刷的手柄，如有需要可以用其他手指在下颌处做支撑。把牙间隙刷

插入牙间隙，刷头朝向咬合面方向，动作要轻柔。如果插入牙间隙刷有困难时，切忌强行塞

入，避免对牙龈造成损伤[11]。 
c) 将刷头插入牙间隙，贴紧牙面稍用力前后移动牙间隙刷，拉锯式移动 3 至 4 次，用刷毛带出

牙间隙里的食物残渣及软垢[9,11,13]。 
d) 牙间隙较大时，需要沿着两颗相邻牙侧面分别拉锯式移动 3 到 4 次，且从唇颊侧进入牙间隙

清洁之后，还需要再从舌腭侧再进入牙间隙，用同样的方法清洁[9,11,24]。 

e) 完成一个牙间隙清洁后，慢慢将牙间隙刷拔出，用流动水清洁刷头，然后依次清洁所有牙间

隙。清洁完一个区域，用清水漱口[9]。 
f) 使用结束后需用流动水清洗刷头，并放置在通风处干燥[9,11]。 

6.2.2 使用牙间隙刷的注意事项 
a) 牙间隙刷头的直径应略大于牙间隙，同时牙间隙刷主干金属芯不能接触间隙两侧的牙面[13]。 

b) 使用过程中应避免金属芯刮擦到牙面和牙龈。对于种植体表面及敏感牙根面的清洁，建议选

用刷头主干为塑料或涂塑金属芯的牙间隙刷，以避免对种植体表面的刮擦和对牙面及牙龈的

刺激[11,13]。 

c) 当牙间隙刷的刷毛出现分叉、松弛或金属芯弯曲较大时，应尽早更换[9,11]。 
d) 部分牙间隙周围的牙龈可能存在炎症，出现肿胀。牙间隙刷使用过程中牙龈可能会出血。坚

持正确使用后，炎症逐渐消退，牙间隙会有轻微增大，这时可能需要一个更大直径的牙间隙

刷才能有效的清除菌斑[11]。 
牙签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6.3.1 牙签的使用方法 
牙间隙较大的情况下，牙签以接近水平方向进入牙间隙，尖端约 45°角指向咬合面，侧面紧贴邻面

牙颈部，做颊舌向剔出动作，清除嵌塞的食物、软垢及邻面菌斑，然后漱口[5,13]。 
6.3.2 牙签的注意事项 

a) 使用牙签时动作要轻柔，切勿强行将牙签压入健康的龈乳头区，避免用力过大而损伤牙龈，

加重牙龈退缩和增大牙间隙[5,13]。 

b) 不适用于手部不灵巧、身体残障的人士。 
c) 尽量使用牙线和牙间隙刷，不优先推荐使用牙签。 
冲牙器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6.4.1 冲牙器的使用方法 
a) 水槽中加入清水或漱口水，安装喷头。 

b) 将冲牙器喷头放入口中，启动冲牙器，调节档位至水压合适。 

c) 喷头垂直于牙面放置，使喷头与牙及牙龈保持一定距离，沿着牙龈缘按一定方向移动。在每

个牙间隙保持大约 5 至 6 秒钟，使水柱充分冲洗每个牙间隙[13]。 

d) 有深牙周袋、或牙根分叉处暴露的牙周炎患者，可以选择专用的牙周袋喷头，将喷头尖端伸

入牙周袋内约 1mm[13]或牙根分叉处进行冲洗。 

6.4.2 冲牙器的注意事项 
a) 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喷头和工作模式。 

b) 从牙齿的唇颊侧面和舌腭侧面两个方向进行冲洗，每冲洗完一个区域用清水漱口。 

c) 根据需要，水槽中可加入漱口水，或遵医嘱使用药用冲洗液[17]。每次使用后应及时清空冲牙

器水槽中的剩余液体，防止细菌滋生。 
d) 定期更换喷头，不能与其他人共用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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