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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珠海市 #! 岁小学生口腔健康状况$探讨牙病发病的相关因素$为珠海市儿童牙病

的预防及针对性的口腔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珠海市 & 个区 & 所小

学 %&& 名 #! 岁小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口腔健康检查和问卷调查' 结果+%&& 名受检学生中$恒牙的患龋率

为 &( !̀Wa$龋均 " Ẁ( 条' 牙龈出血检出率为 &( #̀!a' 结论+珠海市 #! 岁小学生牙病的患病率较高$不规

范的刷牙(睡前进食(喝碳酸饮料是龋病(牙周病(牙龈出血的危险因素$需进一步加强口腔保健知识的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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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疾病患病率和发病率高$是政府目前面临

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 其中$龋病已被世界

卫生组织认定为次于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的三大非

传染性疾病之一%!&

$而 #! 岁儿童是世界卫生组织监

测的一个重要群体$该年龄段儿童的口腔健康状况

对口腔流行性病学分析和预防保健工作的评价有重

要意义%&&

' 为了解珠海市 #! 岁小学生牙病与口腔

健康状况$为本地区口腔卫生政策的制订提供信息

支持$为儿童口腔健康保健工作提供理论依据$本课

题组按照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及健康教育

抽样调查的要求!第 $ 版"

%$&

$于 !"#%L"W e!"#%L"D

对珠海市 %&& 名 #! 岁学生进行龋病及牙周病检查

和问卷调查$并对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报告如下'

29对象与方法

2B29调查对象9为珠海市连续居住 % 个月以上的

%&& 名 #! 岁小学生$其中男生 &*W 人$女生 !(* 人'

2B39抽样方法9按照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

学抽样调查的要求!第 $ 版"

%$&开展调查$采取整群

抽样的方法' 随机抽取珠海市香洲实验小学(高栏

港区平沙实验小学(金湾区小林实验小学各 !!" 名

#! 岁小学生进行调查$共 %%" 名' 去除因故无法检

查或资料不全者$实际有效样本量为 %&& 名$其中男

生 &*W 名$女生 !(* 名'

2BC9质量控制9按照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

学调查技术组制定的标准%*&执行$所有检查由口腔

医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医生经培训后担任' 标

准一致性检验结果 Q0MM0值均超过 " D̀$达到可靠

水平' 调查现场检查条件保证一致'

2BD9调查内容9检查项目包括龋病(牙周病等口腔

健康状况' 问卷调查包括家庭情况$晚上刷牙后有

无进食的习惯$平时食用糖果(巧克力(饼干或碳酸

饮料频率$是否每年定期看牙医$学习口腔保健相关

知识等项目'

2BE9检查器械和物品9一次性口腔治疗盘(6OP探

针(手套(棉签(口罩(手电筒'

2BF9统计学方法9应用 \O\\#% "̀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f标准差!

!

Bf<"表示$采用

成组3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 :g"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39结果

3B29患龋情况9珠海市 %&& 名 #! 岁小学生恒牙患

龋率为 &( !̀Wa!!&%R%&&"$龋均 " Ẁ( 条' 其中男

生患龋率和龋均低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g

" "̀*"' 见表 #'

表 #+珠海市 %&& 名 #! 岁小学生患龋率!龋均情况"

!

Bf<#

性 别
受检人数

!&"

患龋人数
!&"

患龋率
!a"

!

!

:

龋均
!条"

3 :

男 &*W #!# && Ẁ"

$ !̀(W " "̀&W

" (̀$ f# "̀(

& %̀(! " "̀""

女 !(* ##* $# Ẁ! # "̀* f# "̀&

3B39牙周病情况9珠海市 %&& 名 #! 岁小学生牙龈

出血检出率为 &( #̀!a!!&*R%&&"' 其中男生略高

于女生$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 "̀*"' 见表 !'

表 !+珠海市 %&& 名 #! 岁小学生牙周病情况

性+别
受检人数

!&"

牙龈出血检出人数
!&"

牙龈出血
检出率!a"

!

!

:

男 &*W #$! &D %̀%

! !̀(W " #̀&#

女 !(* D& && Ẁ!

3BC9口腔卫生行为与口腔健康状况9结果显示$规

范刷牙
"

! 次RC$无睡前进食习惯$较少食用糖果或

碳酸饮料和定期口腔检查的受访者患龋率和牙龈出

血检出率更低!:g" "̀*"' 见表 &'

表 &+口腔卫生行为与口腔健康状况

口腔卫生行为 受检人数!&" 患龋人数!&" 患龋率!a"

!

!

: 牙龈出血检出人数!&" 牙龈出血检出率!a"

!

!

:

规范刷牙频率

+

"

! 次RC &D% #"D !( *̀&

$& "̀%% " "̀""

WW !! !̀!

%* "̀!W " "̀""

+ g! 次RC !&( #!( *& *̀D #!( *& *̀D

睡前进食

+很少! g!次R周" $%( #%% &* *̀*

& Ẁ*& " "̀$D

### !& (̀(

#*" %̀!& " "̀""

+经常!

"

!次R周" #*W (" $$ &̀" #!$ (W $̀W

食用糖果或碳酸饮料频率

+很少! g!次R周" #*& &* !! ẀW

#( D̀#" " "̀""

$" !% #̀$

#" $̀!& " "̀"#

+经常!

"

!次R周" $W" !"# $# ẀW #D* $" %̀&

定期口腔检查

+是 *!" #(( &$ "̀$

#& $̀&& " "̀""

#*% &" "̀"

(# "̀D( " "̀""

+否 #"W *( *! (̀W (D (&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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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讨论

CB29龋病及牙周疾病是人类最常见的口腔疾病$其

病因在不同地区(性别(年龄而不同' 随着生产的发

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饮食结构的改变$近年

来中小学生的龋病及牙周病患病率逐渐上升$口腔

疾病已成为危害公众健康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严重

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儿童口腔疾病不但涉及儿

童的进食及面部外形$而且还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

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也有重要影响%%$(&

' 世界卫

生组织以 #! 岁儿童的龋均作为龋病患病率的衡量

标准%W&

$此年龄段儿童多喜食黏稠且富含糖类的糖

果(巧克力等食物$残垢易黏附于牙面$被口腔菌群

利用从而致使牙齿洞损$牙周破坏' 由于儿童睡眠

时间相对成人较长$导致口腔长时间处于静止状态$

不利于唾液缓冲和牙齿自洁$这也是导致儿童龋病

及牙周病发病率较成人高的原因' 另外$由于儿童

及部分家长对儿童牙齿重要性认识不足$总认为儿

童牙齿都会替换$无需过多关注$这也是儿童龋病及

牙周病发生的危险因素' 世界卫生组织通常把 #! 岁

儿童做为口腔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的一个重要群

体$本课题组对珠海市 %&&名 #!周岁儿童口腔调查结

果显示该群体患龋率高达 &( !̀Wa$龋均为 " Ẁ(条$牙

龈出血检出率为 &( #̀!a$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D&

'

原因可能为珠海市是我国经济特区$经济水平相对

较高$且本地居民有食早茶习惯)早茶进食时间长$

且食用大量糯米鸡(马蹄糕等黏稠性糕点$利于细菌

对牙齿及牙周的破坏' 另外$广东地区食夜宵和喝

糖水习惯也是龋病及牙周病的危险因素' 本调查中

发现女童牙齿患龋率高于男童$这可能跟女童较男

童更喜爱吃零食且进食频率高有关%#"&

' 频繁进食

利于牙齿菌斑堆积$而研究发现局部菌斑会造成牙

本质进一步脱矿%##&

'

CB39我们调查发现不能有效刷牙(睡前进食甜食或

者碳酸饮料的儿童患龋率及牙龈出血检出率高' 刷

牙是去除牙菌斑$保持口腔清洁$防止龋病及牙周病

发生的有效方法' 睡前进食等不合理的饮食习惯会

危害口腔健康' 有研究显示富含糖类的糖果(饼干(

糕点等食物和碳酸饮料是儿童患龋的危险因素%#!&

'

研究证明$碳水化合物是龋病及牙周病发生的物质

基础$频繁进食富含糖类食物与碳酸饮料利于细菌

利用碳水化合物!尤其是蔗糖"代谢产酸致使牙体

硬组织的脱矿$发生牙齿龋坏%#&&

' 糖果R巧克力的

黏性很大$进食后容易黏附在牙齿上不易清洁$利于

细菌附着(繁殖' 细菌表面物质和其产生的酶(毒素

等其他代谢产物可直接刺激和破坏牙周组织$引起

牙周组织的炎症反应' 我们研究发现定期口腔检查

的学生患龋率与牙龈出血检出率都较低' 口腔定期

检查体现了家长对儿童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口腔

检查能够及时发现牙齿及牙周存在的问题$并可以

针对问题及时给予相应的干预措施' 同时$定期口

腔检查还可以了解口腔保健的相关知识$正确的意

识是良好行为的基础$从而有利于儿童采取更有效

的方法去维护口腔健康'

CBC9牙齿清洁$无龋洞$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

出血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口腔健康标准' 而口腔

健康与个人饮食习惯(口腔保健和公共口腔卫生服

务等多方面因素密切相关' 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在甜点心(奶糖(巧克力(冰激凌(奶茶(

果汁(汽水等含糖食品的摄入量和摄入频率也随之

增加$提高了龋病及牙周病的发生风险' 另一方面$

人们缺少口腔保健知识$对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不

足也是牙齿龋坏(牙龈出血的危险因素' 为提高我

市学生的口腔健康水平$我们应加强口腔健康宣教$

使儿童建立合理膳食结构$减少糖的摄入量和次数$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口腔卫生习惯$普及正确刷

牙方法和定期口腔检查$做到以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 政府部门应完善中小学校健康教育课程的设

计$开展有针对性的社区口腔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学

生及家庭对口腔健康的关注度$达到实现人人享有

卫生保健的防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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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长链非编码J8KLJYJ!1.IJ8KLJYJ"在慢性心力衰竭!6X="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

平及临床意义' 方法+收集 !*名正常人!对照组"及 #"D例6X=患者$采用实时荧光定量O6J!<:01L2;@:O6J"

检测两组血清中1.IJ8KLJYJ的表达$分析1.IJ8KLJYJ的表达与 8L末端脑钠肽前体!8BLM<-98O"(左室舒

张末期内径及左心室射血分数的相关性' 结果+对照组中 1.IJ8KLJYJ的表达水平相对较低$6X=患者中

1.IJ8KLJYJ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g" "̀*"' 相关分析发现 1.IJ8KLJYJ的表达水平

与6X=心功能分级(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及8BLM<-98O呈正相关$与左心室射血分数呈负相关!:g" "̀*"' 结

论+1.IJ8KLJYJ的表达水平与心力衰竭严重程度相关$有望成为早期诊断6X=的生物学标志物'

++"关键词#+心功能分级)+慢性心力衰竭)+长链非编码J8KLJYJ

++"中图分类号#+J*$# %̀+"文献标识码#+K+"文章编号#+#%($ '&W"%$!"#D%"$ '"&WW '"$

++C-;&#")&D%DRb);??.)#%($ '&W"%)!"#D)"$)"D

GH6.$%%'*"*1,*"( ;/)'""*";*+'"( ?I:4?<?'"%$.-J*16)&'$"&%A'&/;/.*"';/$).&1)',-.$)"+'&%;,'"';),

%'("'1';)";$9>=+*@!%'C90&$ !"#79?'C90&$ D+$?&$ 03)8./01)2340&356-)2A%585(,$ 39070E5&A +66%8%)30A =5<1%'

3)856>90&(C95? #&%F02<%3,$ =0&)& $*""#$$ -9%&)

++%:0%&.);&&+<0=$;&'#$+B-:NM1-<:24::NM<:??;-. -]1-.7I40;. .-.I-C;.7J8KLJYJ!1.IJ8KLJYJ" ;. 24:

?:<F@-]24:M02;:.2?T;24 I4<-.;I4:0<2]0;1F<:!6X=" 0.C ;2?I1;.;I01?;7.;];I0.I:)>$&/*+%+B4::NM<:??;-.?-]1.L

IJ8KLJYJ;. 24:?:<F@-]!* 4:0124A?FUb:I2?!I-.2<-17<-FM" 0.C ;. #"D M02;:.2?T;24 6X=T:<:C:2:I2:C UAJ:01L

2;@:O6J)B4:I-<<:102;-. U:2T::. 24::NM<:??;-.?-]1.IJ8KLJYJ0.C 8BLM<-98O$ 1:]2,:.2<;IF10<:.CLC;0?2-1;IC;L

0@:2:<0.C 1:]2,:.2<;IF10<:b:I2;-. ]<0I2;-. T0?0.01A3:C)?$%-,&%+B4::NM<:??;-. -]1.IJ8KLJYJ;. 24:6X=M0L

2;:.2?T0??;7.;];I0.21A4;74:<240. 2402;. 24:I-.2<-17<-FM!:g" "̀*")B4::NM<:??;-. -]1.IJ8KLJYJT0?M-?;L

2;,:1AI-<<:102:C T;24 I0<C;0I]F.I2;-.017<0C;.7-]6X=$ 1:]2,:.2<;IF10<:.CLC;0?2-1;IC;0@:2:<0.C 8BLM<-98O$ 0.C

*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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