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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饮食习惯对学龄前儿童患龋的影响探究
张静蕾 孙一雅 夏双辉

西藏大学，西藏拉萨，850000；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西藏地区特有的饮食习惯对学龄前儿童乳牙患龋的影响，为藏区学龄前儿童口腔健康保健提

供参考。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25 年 2 月至 3月选取西藏拉萨 4所幼儿园 300 名 3～5 岁儿童进行龋病

检查，并对家长进行儿童饮食习惯问卷调查。计算分析患龋率、龋均、龋补充填比，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儿

童乳牙患龋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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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齿（俗称蛀牙）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影响儿

童口腔健康的重要疾病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

统计，龋齿在学龄前儿童中的患病率较高，尤其是在发

展中国家。国内外关于学龄前儿童乳牙患龋影响因素的

研究已有较多报道。在我国，不同地区儿童的患龋情况

存在差异，这与当地的生活环境、卫生习惯、饮食习惯

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
[2]
，如冯达兴等人对海口地区3～5

岁儿童乳牙患龋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该地区儿童患龋

率较高，且与饮食习惯有显著关系。杜文婷的研究也指

出，学龄前儿童乳牙患龋与高糖饮食、不规律的进食频

率等因素密切相关。徐会等进一步分析了学龄前儿童乳

牙患龋的相关危险因素，发现频繁进食和睡前进食是主

要的危险因素。此外，在有关患病群体的研究中，有流

行病学研究调查显示，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儿童

龋齿患病率较高，而工业化国家的龋齿患病率最高的是

贫困社会群体和少数民族。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

平均海拔 4000m以上，与内陆地区相比，地理气候不同，

经济水平相对落后，医疗卫生资源相对匮乏，以藏族居

民为主。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习俗，形成了藏

区特有的饮食习惯，如睡前进食奶制品，饮食中高甜高

脂的食物如奶制品、酥油茶和糖果比例高等。这些饮食

习惯可能对学龄前儿童口腔微生态及牙齿健康产生影

响
[3]
。也有调查表明，藏区学龄前儿童的患龋率显著高

于其他地区。因此，深入探究藏区饮食习惯对学龄前儿

童患龋的影响，针对性地制定适合藏区儿童的口腔健康

预防策略，对于保障他们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具有重

要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调查方法，选取拉萨市城关区

的 4所幼儿园，纳入 3 - 6 岁的学龄前儿童共300 名作

为研究对象。排除在本地区居住时间不足 6个月以及患

有严重全身性疾病、近期接受过口腔治疗或正在服用影

响口腔健康药物的儿童。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口腔医生，

使用CPI 探针、口镜等工具，在自然光充足的室内对儿

童进行口腔检查。依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龋病诊

断标准，记录每个儿童的龋齿数、龋失补牙数
[4]
。设计

详细的饮食习惯调查问卷，内容涵盖食物种类摄入频率、

进食时间、饮食偏好等。通过与家长面对面访谈、电话

沟通以及在幼儿园向教师咨询等方式收集数据。

1.2 调查方法

1.问卷调查：参照《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

调查方案》设计学龄前儿童口腔问卷调查表，主要内容

包括：基本特征（性别、年龄、居住地）；饮食习惯相

关行为（每日进食高糖食物、每日进食次数、睡前进食

情况）；幼儿园口腔健康教育情况，其中儿童父母认同

积极的口腔态度计 1 分，回答不同意、无所谓、不知

道的不计分；家长准确回答口腔健康知识的计 1分，回

答不正确或不知道的不计分。调查时由调查员和幼儿园

老师统一组织，在班级现场调查员向儿童家长发放调查

问卷，并介绍本次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儿童家长现场填

写调查问卷，填写过程中由调查员解释问卷中的内容和

选项。调查问卷填写完成后现场统一回收。

2.口腔检查：在人工光源下按象限顺序以视诊和探

诊相结合的方法对受调查儿童的牙冠进行患龋状况检

查。诊断标准，无龋：牙冠健康，无龋坏迹象，也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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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损所做的充填物；冠龋：牙冠有明显龋洞，或明显釉

质下破坏，或可探及软化洞底、洞壁的病损。若点隙或

窝沟能卡住探针，但无软化则不诊断为龋；龋失：存在

因龋拔除的乳牙，需排除非龋缺失。

3.指标意义：患龋率=患龋人数/受检人数×100%；

龋失补牙数=已龋坏尚未充填牙数+龋失牙数+因龋已做

充填牙数；龋均=龋失补牙数/受检人数；龋补充填比=

因龋充填牙数/龋失补牙数×100%。

4.质量控制：调查开始前制订调查流程，整个调查

过程中口腔检查员和问卷调查员保持固定不变，并统一

口腔检查器械。口腔检查员为口腔医学专业的大四学生，

在调查前接受统一培训，熟悉龋病检查操作技术及诊断

标准，并通过检查标准一致性检验（Kappa 值≥0.85）。

口腔检查过程中随机抽取 5% 受检者进行复检，以确保

检查结果的准确性。

5.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²

检验。应用 logistic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确定 3～5 岁儿

童乳牙患龋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患龋基本情况

拉萨市 4所幼儿园学龄前儿童乳牙患龋情况：在调

查的300名儿童中，乳牙患龋儿童195名，患龋率为65%，

龋均 3.25。其中，3 - 4 岁儿童患龋率为 55.17%，4 - 5

岁儿童患龋率为 63.82%，5 - 6 岁儿童患龋率为 73.10%。

随着年龄增长，患龋率呈现上升趋势（P＜0.05），见

表 1。

表 1 拉萨市 4所幼儿园学龄前儿童乳牙患龋情况

调查
人数

患龋
人数

患龋率
（％）

龋失
补牙

数

龋
均

龋补充填
比（牙

数，％）

性别

男 163 107 65.64 551 3.38 61（9.03）
女 137 88 64.23 423 3.09 45（9.40）
年龄

3-4岁 87 48 55.17 206 2.37 27（7.63）
4-5岁 94 60 63.82 287 3.05 32（8.97）

5-6岁 119 87 73.10 481 4.04 48
（10.02）

居住地

城区 122 79 64.75 371 3.04 33
（11.24）

乡镇 178 116 65.17 603 3.38 72（8.38）

2.2 饮食习惯与患龋的相关性分析

海口地区 3~5 岁儿童乳牙龋病患病影响因素单因

素分析：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每日进食高糖食物、每

日进食次数、睡前进食对海口地区 3~5 岁儿童乳牙患龋

率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拉萨市4所幼儿园学龄前儿童乳牙龋病患病影响因素的单因素

分析

调查项目
调查
人数

患龋人
数

患龋率
（％）

x²值 P值

性别 1.643 0.173
男 163 107 65.64
女 137 88 64.23

年龄 16.592 0.001
3-4岁 87 48 55.17
4-5岁 94 60 63.82
5-6岁 119 87 73.10
居住地 1.553 0.447
城区 122 79 64.75
乡镇 178 116 65.17

每日进食

高糖食物
10.634 0.001

0次 27 14 51.85
1次 61 35 57.38

2次及以上 212 146 68.87
每日进食
次数

19.307 0.001

1-2次 5 2 40.00
3-4次 238 150 63.03

5次及以上 57 43 75.44
睡前进食 27.781 0.000
从不/偶尔 113 48 42.48
经常/每晚 187 147 78.61

每天食用高糖食物 2次及以上的儿童，患龋率显著

高于很少食用这类食物的儿童（P＜0.05）。

每天进食次数超过 5次的儿童，患龋率为 75.44%，

明显高于每天进食次数少于 5 次的儿童（62.55%，P＜

0.05）。频繁进食使得口腔内长时间处于酸性环境，细

菌分解食物残渣产酸，对牙齿造成持续腐蚀。

有睡前进食习惯的儿童，患龋率高达78.61%，而无

睡前进食习惯的儿童患龋率为 42.48%（P＜0.05）。睡

前口腔自洁作用减弱，食物残渣易残留口腔，为细菌滋

生提供条件，加速龋齿形成。

2.3拉萨市4所幼儿园学龄前儿童乳牙龋病患病影

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以儿童乳牙是否发生龋病为应变量，以单因素分析

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赋值后进行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5-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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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3.016，P=0.010），每日进食高糖食物 2 次及以

上（OR=2.309, P=0.029），每日进食次数 5 次及以上

（OR=2.873，P=0.041），是学龄前儿童乳牙患龋的独

立危险因素，经常/每晚睡前进食（OR=0.447，P=0.022）

是学龄前儿童乳牙患龋的的保护性因素。

表 3 拉萨市 4所幼儿园学龄前儿童乳牙龋病患病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回归

系数

标
准
误

W
al
d

P O
R 95%CI

年龄 5-6岁 1.10
5

0.4
21

6.
8
9
2

0.
0
1
0

3.
01
6

1.435~6
.507

每日进食高糖食物

2 次及以上

0.96
7

0.3
84

4.
2
4
5

0.
0
2
9

2.
30
9

1.263~5
.732

每日进食次数 5次
及以上

1.04
8

0.4
59

4.
0
3
3

0.
0
4
1

2.
87
3

1.401~6
.322

经常/每晚睡前进
食

0.73
2

0.3
43

5.
7
8
7

0.
0
2
2

2.
44
7

1.231~5
.973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科学的调查和分析，深入探讨了藏区饮

食习惯对学龄前儿童乳牙患龋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藏区学龄前儿童的乳牙患龋率较高，且与饮食习惯密切

相关。具体来说，每天食用高糖食物 2次及以上的儿童，

其患龋率显著高于很少食用这类食物的儿童；每天进食

次数超过 5次的儿童，其患龋率也明显高于每天进食次

数少于 5次的儿童；有睡前进食习惯的儿童，其患龋率

更是高达 78.61%。这些结果充分证明了藏区饮食习惯对

学龄前儿童乳牙患龋的显著影响。

藏区饮食中的酥油茶、酥酪糕、部分奶制品等高糖

食物，被口腔中的致龋细菌利用，发酵产酸。这些酸性

物质会持续攻击牙齿表面的牙釉质，使其脱矿溶解，逐

渐形成龋洞
[5]
。此外，藏区儿童频繁加餐以及睡前进食

的习惯，打破了口腔内酸碱平衡的动态调节。口腔内细

菌在进食后不断分解食物残渣产酸，频繁进食使得牙齿

长时间处于酸性环境中，牙釉质脱矿过程加剧且无法得

到有效修复
[6]
。尤其是睡前进食后，儿童往往不会进行

有效的口腔清洁，细菌在夜间大量繁殖，进一步破坏牙

齿健康。因此，为了改善藏区学龄前儿童的口腔健康状

况，需从多个方面入手，采取综合干预措施，降低儿童

患龋风险，促进他们的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发展。

首先，应加强对藏区家长和幼儿园教师的营养教育，

引导其调整儿童饮食结构。减少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

入频率，增加富含钙、磷、维生素等对牙齿健康有益的

食物，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等。例如，可以将部分

糖果、饼干替换为水果干、无糖酸奶等健康零食。同时，

鼓励儿童多饮水，保持口腔湿润，减少细菌滋生的机会。

其次，应教育儿童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如饭后漱

口、早晚刷牙。幼儿园和家庭应共同监督，确保儿童正

确刷牙，使用适合儿童年龄的牙刷和含氟牙膏。对于年

龄较小的儿童，家长可以在饭后帮助其用清水或纱布清

洁口腔。此外，建议定期更换牙刷，避免细菌在牙刷上

滋生。再次，建立藏区学龄前儿童定期口腔检查制度。

建议每 3-6 个月进行一次口腔检查，早期发现龋齿等口

腔问题，及时进行干预治疗，防止龋病进一步发展。同

时，可以开展口腔健康宣传活动，提高家长和儿童对口

腔健康的重视程度。最后，需要采取综合干预措施，降

低儿童患龋风险。除了以上提到的调整饮食习惯、培养

口腔卫生习惯和加强口腔健康检查外，还可以考虑引入

专业的口腔保健服务，如定期口腔清洁、涂氟等。此外，

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应加大对藏区口腔健康事业的支持

力度，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技术支持。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藏区独特的饮食习惯，包

括高糖高脂肪食物摄入、频繁进食以及睡前进食等，与

学龄前儿童较高的患龋率密切相关。为改善藏区学龄前

儿童口腔健康状况，需从调整饮食习惯、培养口腔卫生

习惯以及加强口腔健康检查等多方面入手，采取综合干

预措施，降低儿童患龋风险，促进他们的口腔健康和全

身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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