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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口腔健康是衡量一

个国家口腔疾病防治水平和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广东省口

腔医学会提出“守护健康牙，治疗

病患牙，保留天然牙”的指导思想，

旨在防止经济发展和资本渗透使

临床诊治出现商业化趋势，导致保

留天然牙的诊疗主旨受到冲击，加

强和凸显口腔医学各学科优势，引

导口腔临床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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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al health is the significant hallmark of the
prevention ability of oral disease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Guangdong Stomatological
Association proposed the guideline of“protecting health teeth,
treating illness teeth and retaining natural teeth” for
highlighting the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academic disciplines
and promoting the health development of stomatology on the
basis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rapeutic strategy and negative
impact on retaining natural teeth l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penetration of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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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疾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第四次全国

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97%成人罹患口腔疾

病。口腔疾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而且与心血管疾

病、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等全身系统性

疾病密切相关，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经济发展

和资本渗透使口腔临床诊治出现商业化趋势，保留

天然牙的诊疗主旨不断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广

东省口腔医学会提出“守护健康牙，治疗病患牙，保

留天然牙”的奋斗目标，旨在为口腔医学临床发展

作出正确导向。

一、守护健康牙

守护健康牙是衡量一个国家口腔疾病防治水

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健康牙直接行使

咀嚼功能，与发音、言语及保持面部协调美观密切

相关，同时辅助确定颌骨正中关系、牙合平面位置及

牙排列位置。咀嚼时，咀嚼力通过牙根传至颌骨，

刺激颌骨正常发育，咀嚼的生理性刺激还可增进牙

周组织健康。

预防口腔医学守护健康牙，通过各种形式口腔

健康教育和口腔卫生指导，采取多种措施控制牙菌

斑，从根源上抑制疾病；贯彻“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原则，定期口腔检查，筛选高危人群。开展口腔

健康宣教，普及龋齿和牙周病预防保健新理念，提

升人民群众口腔健康和口腔保健意识，从初级预防

着手，抑制或早期阻断龋病、牙周病、牙体缺损和牙

列缺失的进程，恢复口腔生理功能，维护口腔健康，

提高生命质量。

牙周组织健康是口腔健康的基础，也是牙体牙

髓、修复、种植和正畸等治疗成功的保障。牙周医

学守护健康牙，通过推广牙周健康对守护健康牙保

驾护航作用的共识，探索维护牙周健康新思路，提

高全民牙周保健意识，培养健康生活方式，贯彻自

我口腔健康行为，守护口腔健康。

正畸治疗通过精准调控牙槽骨改建、牙定向移

动和牙周组织重建，达到牙列整齐、上下颌牙齿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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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和牙合接触关系稳定平衡、牙周健康的目的，为守

护健康牙提供良好口腔微环境。功能良好、健康、

美观的牙列利于实施口腔卫生保健措施，通过自我

口腔健康行为及时清除牙菌斑和食物残渣，阻断龋

病、牙周病的发生发展。口腔正畸医学守护健康

牙，开展正畸治疗维护牙列整齐新理念、数字化口

腔正畸诊疗新技术、正畸治疗中的多学科联合治疗

等专题研讨，明确牙列整齐在守护牙体硬组织和牙

周支持组织健康中的重要保障作用，贯彻口腔健康

防护机制，为守护健康牙提供新思路。

口腔种植牙通过植入骨组织内的下部结构来

支持、固位上部修复体，具有与天然牙功能和美观

相近的修复效果。与牙列缺损固定修复相比，种植

牙通过人工牙根固定在牙槽骨中，避免损伤天然邻

牙，减轻患者异物感和不适感，增加咀嚼效率［1］。口

腔种植医学守护健康牙，通过数字化口腔种植与守

护健康牙、精准化口腔种植新技术等专题研讨，深

入探讨口腔种植在守护健康牙中的作用，明确口腔

种植的定位，合理利用口腔种植领域新技术新理

念，引导口腔种植医学良性健康发展。

二、治疗病患牙

牙体牙髓病学、老年口腔医学、儿童口腔医学、

牙周病学等学科对龋患牙、牙髓根尖周病患牙、牙

周病患牙等病患牙进行多学科综合评估，采取相应

治疗措施调控疾病发生发展的多种因素，控制及阻

断疾病进展，进行病患牙个性化管理，恢复病患牙

正常解剖形态和结构，重建咬合功能，建立平衡牙合，

维护牙列完整和咀嚼器官功能，促进全身健康。

龋病是以细菌为主的多种因素作用下，牙体硬

组织发生慢性进行性破坏性疾病，是口腔常见病、

多发病。牙体牙髓病学临床治疗病患牙贯穿龋病

发生发展全过程：早期釉质龋，未发生牙体组织缺

损时，采用药物或再矿化等技术终止或消除龋病；

龋病发展造成牙体组织实质性缺损时，采用充填术

进行治疗；疾病进展累及牙髓组织引起牙髓根尖周

病时，实施根管治疗术，消除感染源，防止再感染，

防止发生根尖周病或促进根尖周病变愈合。通过

推广规范化根管治疗、微创牙髓治疗理念和实践等

临床指南或专家共识，在治疗病患牙、把根留住上

寻找新思路，探索新技术，从根着手，由根及冠，治

疗病患牙，恢复其生理功能，维护牙列完整和咀嚼

器官功能。

特殊人群病患牙管理模式具有特异性，65岁以

上老年人根面龋多发，发生率与年龄增加正相关。

老年人根面龋发展缓慢隐秘，出现疼痛或冷热刺激

不适时已累及深层牙髓组织，导致牙髓根尖周病。

老年口腔医学治疗病患牙，通过加强龋病的宣传教

育，提高老年人自我口腔保健意识，培养定期口腔

检查和专业维护的科学规范口腔健康行为，保障老

年人口腔健康，改善生活质量。

儿童口腔医学治疗病患牙包括婴幼儿病患牙

管理和学龄期儿童病患牙管理。婴幼儿第一颗牙

萌出的 6个月内进行专业检查并评估患龋风险，制

定针对性口腔卫生指导方案，早期诊治乳牙龋病，

高龋风险的婴幼儿定期进行涂氟处理［2］。学龄前期

儿童，牙弓中存在生理性间隙容易造成食物嵌塞，

导致邻面龋甚至累及牙髓组织引起牙髓根尖周

病。学龄期儿童，第一恒磨牙萌出最早，咀嚼功能

最强大，但最容易发生龋坏，导致牙髓根尖周病甚

至过早脱落。儿童口腔医学治疗病患牙，通过加强

对家长、幼托机构和学校等关于儿童龋病管理的宣

传教育，普及早期诊治策略，终止病患牙进展，保护

牙髓活力；恢复病患牙形态和咀嚼功能，维持牙列

完整，确保乳恒牙正常替换，促进颌骨生长发育，保

障儿童健康成长［3］。

牙周医学治疗牙周病患牙，通过菌斑控制、龈

上洁治术、龈下刮治术消除牙周致病因素，减轻牙周

组织炎症，恢复牙周组织健康。研究证实，牙周治疗

是效果明确的治疗病患牙技术手段，对于中度垂直

性吸收甚至波及根分叉的牙周病患牙，完善的牙周

治疗和牙周维护治疗可取得良好远期效果［4］。对于

牙周病患牙，贯彻早诊断、早治疗和恰当、彻底的综

合序列治疗理念，阻断病损加重和发展，坚持牙周

维护治疗，定期复查，进行必要的补充治疗巩固疗效，

形成具有健康牙周组织并良好行使功能的牙列。

三、保留天然牙

天然牙借助牙周膜牢固地与牙槽骨结合，牙周

膜主纤维的一端埋入牙骨质，一端埋入牙槽骨，将

牙悬吊固定在牙槽窝内。保留天然牙，既保存牙周

膜触觉（压觉）感受器和疼痛感受器，保持本体感受

功能和痛觉防御反应，又保留牙槽骨的生理刺激，

利于维持牙槽骨高度和宽度，保障天然牙稳固和美

观。研究显示，具有天然牙根的病患牙进行冠部修

复后能承受较大咀嚼力，获得良好功能和美学修复

效果，特别是前牙薄龈生物型病患牙，保留天然牙

根容易获得逼真美学修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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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促进口腔材料和技术的研发应用，牙

体牙髓病学保留天然牙的技术手段也越来越丰

富。生物陶瓷材料引进并应用于牙体牙髓疾病治

疗、根管机动预备器械和根管冲洗技术研发及更新

换代、口腔手术显微镜和锥形束CT的推广应用使根

管治疗往精细化和可视化发展，极大提高根管治疗

成功率。冠根一体化治疗理念的完善和普及，明显

改善根管治疗后病患牙远期疗效，提高病患牙保存

率。由于根管系统解剖结构的复杂性，病患牙经规

范化根管治疗或根管再治疗后根尖周病变仍持续

存在或出现新病损，通过实施显微根尖手术，彻底

清除根管内外感染并严密充填根管，促进根尖周病

变愈合，挽救并保留天然牙。

口腔修复医学保留天然牙，通过冠部修复恢复

缺损部位解剖形态，重建生理功能，维护口颌系统

健康，促进全身健康。保留天然牙根进行冠部修

复，既保障牙周组织和邻牙的协调性，又保留龈乳

头形态、功能和牙龈附着宽度，容易获得自然、协调

的美学修复效果。对于残冠和残根，采用牙冠延长

术、正畸-牙周联合手术等技术手段延长临床牙冠，

纠正失调的冠根比，保障生物学宽度，为残冠残根

的保存修复创造条件［6］。口腔修复学临床开展数字

化口腔修复、冠部修复功能和美学考量、保留牙根

修复方式等专题研讨，修复缺失牙，恢复口腔生理

功能，减轻剩余邻牙牙合力负担，维护天然牙牙周健

康，维持口腔动态平衡，保存剩余天然牙。

随着经济的发展，口腔医学不断向数字化、精

准化、微创化转变，“守护健康牙，治疗病患牙，保留

天然牙”的诊疗理念将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在

市场化、经济化、资本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口腔医学

领域，倡导并制定“守护健康牙，治疗病患牙，保留

天然牙”的导向指南，践行“预防和减少口腔疾患发

生，运用先进理念和技术及时治疗病患牙，最大限

度保留天然牙”的实践指引，将在根源上引导口腔

种植学和牙槽外科学健康发展，进一步加强和凸显

牙体牙髓病学、牙周病学、预防口腔医学、儿童口腔

医学、口腔修复学和口腔正畸学等学科优势，实现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7］，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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