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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通过口腔检查及问卷调查了解遵义市大学生智齿萌出规律及对智齿相关知识的认知水

平,为该地大学生提供智齿相关问题的解决措施,并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口腔健康知识宣教。
 

方法 随机抽取符

合纳入标准的2
 

312名遵义市3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在其中抽取481名大学生进行智齿相关口腔

检查,收集整理问卷调查和智齿检查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遵义市大学生智齿萌出率为45.32%,萌出

的智齿阻生率为61.72%,与智齿相关的疾病发生率为43.96%,自愿就诊率为42.04%。遵义市医学生对于智

齿萌出时间、萌出位置、智齿是否会造成健康问题的知晓率分别为65.16%、69.73%、52.25%,高于非医学生

(48.88%、43.03%、45.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非医学生通过学校宣讲、专业讲座获得口腔健康

知识的概率 分 别 为31.04%、14.68%,低 于 医 学 生 (57.84%、30.16%),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
结论 遵义市大学生的智齿萌出较为普遍,但重视程度不够,需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口腔宣教,加大口腔保健知

识的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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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oral
 

examina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the
 

law
 

of
 

the
 

eruption
 

of
 

wisdom
 

teeth
 

and
 

the
 

cognitive
 

level
 

of
 

knowledge
 

related
 

to
 

wisdom
 

teeth
 

of
 

college
 

students
 

in
 

Zunyi
 

city
 

were
 

understood,so
 

as
 

to
 

provide
 

solutions
 

to
 

problems
 

related
 

to
 

wisdom
 

teeth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Zunyi
 

city,and
 

to
 

carry
 

out
 

targeted
 

oral
 

health
 

knowledge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for
 

them.Methods A
 

total
 

of
 

2
 

312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in
 

Zunyi
 

cit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481
 

of
 

them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or
 

oral
 

examination
 

related
 

to
 

wisdom
 

teeth.The
 

results
 

of
 

question-
naire

 

survey
 

and
 

wisdom
 

teeth
 

examination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Results The
 

eruption
 

rate
 

of
 

wisdom
 

teeth
 

in
 

Zunyi
 

city
 

was
 

45.32%,the
 

impacted
 

rate
 

was
 

61.72%,the
 

incidence
 

of
 

diseases
 

relat-
ed

 

to
 

wisdom
 

teeth
 

was
 

43.96%,and
 

the
 

rate
 

of
 

voluntary
 

treatment
 

was
 

42.04%.The
 

awareness
 

rates
 

of
 

Zu-
nyi

 

city
 

medical
 

students
 

about
 

the
 

time,location
 

and
 

whether
 

wisdom
 

teeth
 

will
 

cause
 

health
 

problems
 

were
 

65.16%,69.73%
 

and
 

52.25%
 

respectively,which
 

were
 

higher
 

than
 

48.88%,43.03%
 

and
 

45.17%
 

of
 

non-
medical

 

students(P<0.05).The
 

rates
 

of
 

non-medical
 

students
 

acquiring
 

oral
 

health
 

knowledge
 

through
 

school
 

propaganda
 

and
 

professional
 

lectures
 

were
 

31.04%
 

and
 

14.68%
 

respectively,which
 

were
 

lower
 

than
 

57.84%
 

and
 

30.16%
 

of
 

medical
 

students(P<0.05).Conclusion The
 

wisdom
 

teeth
 

eru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Zunyi
 

city
 

is
 

common,but
 

the
 

attention
 

is
 

not
 

enough.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oral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of
 

oral
 

health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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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齿也称第三磨牙,是牙列中最后萌出的牙齿,
人类种系发生和演化过程中,随着食物的精细化带来

咀嚼器官的退化,颌骨的退化速度比牙的退化速度

快,造成颌骨长度与牙列所需长度的不协调,因此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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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萌出位置不足而导致程度不同的阻生,难以有效清

洁,进而引起智齿冠周炎、邻牙龋坏等相关疾病的发

生[1-2]。大学生正处于智齿萌发期,智齿萌出带来的

相关口腔疾病需要重点关注,故本调查通过口腔检查

及问卷调查对遵义市各高校大学生的智齿萌出情况

及认知度进行调查,以期了解目前遵义市大学生智齿

萌出规律及最需要解决的智齿相关问题,并提供相应

的解决措施。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以位于

遵义市的3所高等院校(遵义医科大学、遵义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遵义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

行调查。累计发放问卷2
 

826份,共收回有效问卷

2
 

312份,有效回收率(81.81%)。其中,医学专业学

生
 

1
 

774 人 (76.73%),非 医 学 专 业 学 生 538 人

(23.27%)。收集到有效口腔检查例数为481人,其
中男178人,女303人。本调查过程中的口腔检查研

究已通过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涉及人的伦理

审查(医科伦审2019第01号),经被调查者知情同意

后再进行问卷填写及口腔检查。调查对象纳入标准:
遵义市高校18~23岁自愿参加问卷调查的非口腔医

学专业大学生。排除标准:口腔医学专业学生;进行

过正畸治疗的学生;智齿已拔除的学生。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将问卷星调查二维码纸质打印

后,由研究小组成员在各高校的教室、食堂及寝室等

地通过一对一的形式随机请人扫码填写问卷。获得

全部问卷后对所有问卷编号,再按照随机数字表法从

已填写的问卷中随机抽取500份,通过拨打问卷中的

电话,询问被调查人的意愿,未同意者则选择下一个

随机数号。在获得被检查人的同意后,集中进行口腔

检查。

1.2.2 问卷设计内容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口腔健

康调查基本方法》[3](第5版)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

容包括:(1)学生基本信息;(2)对智齿的认知情况,如
智齿的萌出位置、智齿的萌出时间、智齿可能带来的

危害等;(3)口腔保健情况;(4)对口腔保健知识的需

求。检查内容包括:(1)智齿的萌出情况;(2)智齿的

萌出方向;(3)智齿冠周是否有炎症、龋坏、牙周疾病

等;(4)相邻第二磨牙是否龋坏、食物嵌塞等。

1.2.3 问卷质量控制 问卷信效度:调查问卷初稿

设计好后,邀请对口腔流行病学熟悉的专家进行审

核,重点讨论问卷设计的问题是否能够覆盖遵义市大

学生智齿萌出情况及智齿认知度,以及评估问卷的科

学性,形成修订稿。采用修订稿在遵义医科大学中开

展预调查,根据预调查中调查问卷的作答情况对问卷

进行调整和修改,形成调查问卷的最终稿,并制作电

子问卷。此外,为保证问卷质量进行了如下的设置。
(1)IP地址自动检查:同一个IP仅能作答1次;(2)答
题时长检测:排除答题时长小于60

 

s的问卷;(3)答题

逻辑检测:排除答题者前后逻辑不同的问卷。问卷制

定好后请专家对问卷的内容和结构进行了效度检验,
认为基本合理,问卷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口腔检查项目共有检查者和记录者共5名,均为

口腔医学专业大三年级学生,已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及

口腔检查技能。调查前进行统一培训和检查者之间

标准一致性检验,Kappa值均大于0.8。检查对象的

纳入及排除标准同问卷调查标准。

1.3 统计学处理 通过Excel2010建立数据库,应用

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或

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检验水准α=
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遵义市大学生对智齿认知及口腔保健的一般情

况 遵义市大学生对于智齿萌出时间的知晓率为

61.38%,智齿位置知晓率为64.45%,对智齿是否会

影响健康的知晓率为50.61%,愿意进一步了解学习

口腔健康知识的比例为95.72%。每天刷牙次数达

2次及以上的占64.10%,刷牙时间在3
 

min以上的人

数占33.17%,而对于除牙刷牙膏以外的清洁工具的

使用率为10.81%。医学生与非医学在上述各个问题

的知晓率上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1。

2.2 遵义市大学生对智齿的处理情况 针对智齿可

能引发健康问题,愿意到专科医院就诊 的 比 例 为

42.04%,而选择自行处理的比例为47.10%,其他或

未考虑该问题的比例为10.86%。医学生与非医学生

在上述各个项目的占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表1  遵义市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智齿认知一般情况及口腔保健情况比较[n(%)]

项目 非医学生(n=538) 医学生(n=1
 

774) χ2 P

知晓智齿萌出时间
  

263(48.88) 1
 

156(65.16) 46.146 <0.05

知晓智齿萌出位置 253(43.03) 1
 

237(69.73) 92.864 <0.05

认为智齿会造成健康问题 243(45.17) 927(52.25) 17.91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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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遵义市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对智齿认知一般情况及口腔保健情况比较[n(%)]

项目 非医学生(n=538) 医学生(n=1
 

774) χ2 P

愿意了解口腔的保健知识 492(91.50) 1
 

721(97.01) 31.164 <0.05

愿意拔除阻生智齿 143(26.58) 541(30.50) 4.446 >0.05

每天刷牙在2次及以上 272(50.56) 1
 

210(68.21) 55.883 <0.05

刷牙时间在3
 

min及以上 146(27.14) 621(35.01) 11.528 <0.05

除牙膏牙刷外清洁工具的使用 46(8.55) 204(11.50) 3.723 <0.05

表2  遵义市医学生与非医学生认为智齿引发口腔

   健康的处理方法比较[n(%)]

处理方法
非医学生

(n=538)

医学生

(n=1
 

774)

合计

(n=2
 

312)

自行处理 335(62.27) 754(42.50) 1
 

089(47.10)

去医院就诊 115(21.38) 857(48.31) 972(42.04)

其他或未考虑过 88(16.35) 163(9.19) 251(10.86)

2.3 遵义市大学生获得口腔保健知识途径及对口腔

保健知识的需求 遵义市大学生获取口腔健康知识的

途径主要有互联网(64.88%)、身边人讲述(63.06%)、
电视广告(51.73%)、学校宣讲(51.60%)及专业讲座

(26.56%)。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在获取口腔健康知识

的途径占比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3。

表3  遵义市医学生与非医学生获得口腔保健

   知识知识途径比较[n(%)]

获取途径
非医学生

(n=492)

医学生

(n=1
 

721)

合计

(n=2
 

312)

学校宣讲 167(31.04) 1
 

026(57.84) 1
 

193(51.60)

电视广告 220(40.89) 976(55.02) 1
 

196(51.73)

互联网 304(56.51) 1
 

196(67.42) 1
 

500(64.88)

专业讲座 79(14.68) 535(30.16) 614(26.56)

身边人的讲述 332(61.71) 1
 

126(63.47) 1
 

458(63.06)

2.4 智齿萌出位置及智齿相关疾病 本次共检查

481名学生,其中218名学生有智齿萌出,萌出率为

45.32%,共萌出智齿546颗,其中正常萌出209颗

(38.28%)。智齿相关疾病,如龋坏、智齿冠周炎、食
物嵌塞、相邻牙龋坏,发生率分别为18.68%(102/

546)、12.45%(68/546)、39.01%(213/546)、12.82%
(70/546)。

3 讨  论

3.1 遵义市大学生智齿萌出情况 根据本次调查结

果显示,遵义市大学生智齿萌出率为45.32%。周正

丽等[4]调 查 的 442 名 大 学 生 中 智 齿 萌 出 率 为

39.59%;张彦彬等[5]调查的1
 

802名大学生中,智齿

萌出率为31.70%;有一项对3
 

612名大学生的调查

显示智齿萌出率为48.42%,不同地区的智齿萌出率

有所差异,这可能与种族、地区、性别、营养、饮食习

惯、检查方式及检查标准等因素相关[6-8]。本调查对

象中智齿阻生率为61.72%(本次研究并未进行影像

学检查,故智齿阻生率仅表示目前的萌出智齿的阻生

率),同时智齿引起的疾病发生率达43.96%,可见该

群体智齿引发相关的问题较多。检查发现:与智齿相

关的常见口腔疾病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食物嵌塞、
智齿龋坏、智齿邻牙龋坏、智齿冠周炎。可能的原因

是智齿异位萌出导致其自身和邻牙远中不易自洁及

清洁,从而引起食物嵌塞,导致冠周炎、龋坏等一系列

伴发病变。虽然目前调查发现智齿自身或邻牙龋坏

率仅为15%左右,但食物嵌塞率高达40%,智齿刚萌

出不久,食物嵌塞而引起龋坏的作用时间不足,若如

此继续发展,智齿及邻牙龋坏率将大大升高。同时智

齿冠周炎的检出率为13%左右,本调查中口腔检查时

间在学年的期中,大学生学习压力不大,这可能是急

性冠周炎检出率不高的原因。上述数据表明该群体

应加强对智齿的重视程度,关注智齿萌出情况,对于

不涉及治疗需要的无症状第三磨牙,应定期观察并加

强清洁等护理[9]。

3.2 遵义市大学生对智齿的了解情况 在本次调查

中研究小组发现,遵义市大学生愿意拔除阻生智齿的

学生 仅 占 29.58%,远 低 于 该 群 体 智 齿 阻 生 率

(61.27%)及智齿相关疾病发生率(43.96%)。这个现

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有:(1)该群体对智齿相关知识的认

知程度较低。问卷调查显示,了解智齿萌出时间的学生

占61.38%;了解智齿萌出位置的学生占64.45%,仅
有50.61%的学生认为阻生的智齿会造成健康问题,
上述数据均说明了该地大学生对智齿的认知程度有

待提升。(2)治疗费用昂贵:33.30%的学生认为治疗

费用昂贵而选择不拔除阻生智齿。大学生属于无收

入群体,拔牙费用对生活费有限的大学生来说是一笔

不小的费用。(3)对牙科恐惧:对牙科恐惧是导致35.
47%的大学生不愿拔牙的原因之一。大学生所了解

的传统拔牙方式可能使其对牙挺、牙钳等产生恐惧;
或其既往牙科治疗过程中受到的创伤及对侵入性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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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担心等,也会提升其对阻生牙拔除的焦虑水

平[10]。(4)智齿尚未引发健康问题或由于对智齿所引

发疾病的重视程度不够:55.01%的大学生常常在智

齿引发疼痛时才愿意到专科医院就诊,但又因为其处

于急性炎症期或女性月经期不能拔牙而推迟,等到疼

痛缓解后则不再继续就诊。本调查发现针对智齿可

能引发健康问题,更多的人选择自行处理。调查中认

真刷牙是最为普遍的自行处理方式,认真刷牙是维护

日常口腔卫生、预防口腔疾病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

式,但是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口腔问题。因此,该群

体对智齿引发的口腔健康问题的认识并不准确。

3.3 遵义市大学生对于口腔知识的了解程度亟待提

升 调查结果中各个项目总体率的展示和分析,说明

遵义市大学生总体口腔知识水平均需要提高。再将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分开比较,非医学生群体对于智齿

的了解度均低于医学生群体。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原

因主要有3个:(1)非医学生对医学知识的接触机会

较医学生少,同时自主了解口腔医学知识的主动性不

强。(2)非医学生缺乏了解口腔医学知识的途径。医

学院校内大学生通过学习学校开展的口腔科学这门

课程使其在口腔卫生知识水平、口腔卫生保健意识方

面相对优于非医学生。(3)非医学生对口腔健康的重

视程度低于医学生。医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不
断增强健康意识,对自身健康要求高于非医学生,且
医学生对自身健康生理变化更为敏感,而智齿冠周炎

又好发于该年龄段,引起相关疾病时会引起更多的关

注,但医学生对智齿的认知度仍未达到预期,这同时

可以推知遵义市大学生在口腔基础知识的储备方面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作为高知识水平的大学生群体

对口腔卫生保健方法的知晓率低于预期,且在调查的

2
 

312名大学生中,绝大部分人的口腔清洁方式仅有

刷牙一种方式,而能够正确刷牙的人也并不多,说明

大学生的口腔卫生行为较差,因此需加强口腔健康教

育工作,提升在校大学生的口腔健康素养水平。同时

其他研究表明,我国诸多高校大学生口腔健康意识淡

薄[11-14],大学生作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群,健康卫生

意识及接受能力强,通过对其进行口腔宣教后能获得

较好效果,其良好的口腔健康意识也能影响身边的

人[15],从而扩大口腔保健宣传范围。因此,关注大学

生的口腔健康,有助于增强其口腔健康意识,培养其

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并推动口腔健康宣教进程。

3.4 提升遵义市大学生口腔健康知识水平的措

施 本调查结果显示,咨询医生、阅读科普文章及专

业讲座是遵义市大学生最希望获得口腔保健知识的3
个途径。因此,针对现在遵义市大学生的具体情况,
当地口腔医疗服务系统可以针对性地进行口腔健康

宣传:(1)加大对遵义市大学生的口腔健康知识宣传

力度,提升其口腔保健观念。如通过开展校内讲座等

方式,为该地区大学生提供更多系统、完整及权威的

口腔健康知识,从而提升其口腔保健意识,影响其口

腔保健行为。(2)医学生作为祖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

建设与发展的中坚力量,医学院校大学生的口腔健康

认识及行为不仅与自身健康相关联,而且在开展口腔

健康教育宣传工作、传播口腔卫生健康信息、提升国

民口腔健康素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可在医

学院校长期开展口腔科学课程,以培育培养医学生向

广大群众宣传教育的意识及能力[16]。(3)充分发挥口

腔专业医学生的优势,在大学校园内通过建立QQ或

微信交流平台或公众号,定期传送口腔健康知识,以
及定期集中问答互动,开展义诊活动,发放口腔卫生

宣传手册,利用“9·20”爱牙日组织针对高校大学生

的口腔健康主题活动日等方式为非医学院校大学生

提供口腔健康服务。(4)利用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搭
建大学生口腔健康常规检查治疗平台。例如设立学

生诊室,一方面价格上的优惠有利于减轻大学生治疗

费用上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提高口腔专业实习医生

的动手操作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5)宣传无痛、舒
适化的现代诊疗方式,缓解人们对口腔治疗的恐惧,
以及对部分具有牙科焦虑的人群进行必要的心理辅

导,降低其焦虑水平,提高就诊率。
综上所述,遵义市大学生的智齿萌出较为普遍,

但其对智齿的认知和相关疾病了解较薄弱,对口腔保

健常识的掌握不足,以及欠缺对口腔健康的重视。口

腔健康教育在促进大学生乃至全民口腔健康及全身

健康方面都有巨大的作用,因此,需加快宣传口腔保

健知识的步伐,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多渠道、全覆

盖地在高校内开展口腔健康教育,普及口腔保健知

识,帮助在校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口腔健康观念,从而

全面提高全民的口腔健康意识,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

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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