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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育龄期妊娠妇女及非妊娠妇女牙周健康调查

周 妮，张明珠，税艳青，朱 红，吴剑花，雷雅燕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云南昆明 650031）

［摘要］目的 对昆明市育龄期妊娠妇女及非妊娠妇女进行小范围牙周状况调查，初步了解昆明市育龄期妇

女牙周健康状况．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 25～35岁育龄期 213例妊娠妇女和 255名非妊娠妇女开展牙周

健康调查，评估其牙周状况．结果 妊娠期妇女软垢检出率为 91.0%，牙石检出率为 83.5%，牙龈炎患病率高达

98.0%，其中中重度牙龈炎占 48%；群体软垢指数为 1.44，群体牙石指数为 1.34，群体牙龈指数为 1.5，提示该区

该群体牙龈炎为中度流行．对照组育龄期妇女软垢检出率为 90.4%，牙石检出率为 80.9%，牙龈炎患病率达

42.0%，其中中重度牙龈炎占 8.5%；群体软垢指数为 1.41，牙石指数为 1.21，群体牙龈指数为 0.68，提示其群体

牙龈炎为轻度流行．妊娠妇女与非妊娠妇女相比，牙石和软垢检出率无差别，但牙龈炎症发生率却明显高于对照

组（ ＜0.05）．结论 昆明市育龄期妇女牙周健康状况不佳，妊娠妇女较非妊娠妇女更易出现牙周健康问题，需

加强妊娠期妇女口腔卫生教育，改善孕产妇口腔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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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eriodontal Health Status of Pregnant
and Non-pregnant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in Kunming City

ZHOU Ni，ZHANG Ming－zhu，SHUI Yan－qing，ZHU Hong，WU Jian－hua， LEI Ya－yan
（Dept .of Conservative Dentistry，The Affiliated Stomotology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3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s To evaluate the periodontal health status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in small area

of Kunming city by investigating the periodontal diseases of pregnant women and non-pregnant. Methods 213

pregnant women and 255 non-pregnant women aged from 25 to 35 years old were randomly enrolled in a case-control

study. Periodontal status was assessed through periodontal examinations. Results Of the pregnant women， 91.0%

were detected with debris，83.5% with calculus， the incidence of gingivitis was 98.0%，and 48% suffered from

moderate or severe inflammation. DI-S in this group scored 1.44， CI-S scored 1.34， while GI scored 1.5，

suggesting gingivitis in pregnant women was prevailing moderately. Of the non-pregnant women， 90.4% were

detected with debris， 80.9% with calculus， the incidence of gingivitis was 42.0%， and 8.5% suffered from

moderate or severe inflammation. DI-S in this group scored 1.41，CI-S scored 1.21，while GI scored 0.68，

suggesting gingivitis in non-pregnant women was prevailing mildl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in the

incidence of calculus and debris， the incidence of gingivalis in pregnant women was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non-pregnant women（ ＜0.05）．Conclusions The periodontal status of childbearing age women in Kunming

city is not fair， and pregnant women are more vulnerable to periodontal disease. In order to improve maternal

periodontal health of pregnant women in Yunnan Province，we need enhancing oral hygiene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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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病是（Periodontal diseases）发生于牙周组

织的以微生物为始动因子的感染性疾病，造成牙

周支持组织破坏，牙周附着丧失，最终导致牙齿

脱落．我国发病率高达 75%～93%，云南省发病率

约 82％～95％．近 10 a来大量的研究显示牙周病

与早产低体重初生儿有关：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

学 Offenbacher等通过对 124名妊娠妇女进行病例

对照研究发现，排除早产的危险因素，如吸烟、

服药、喝酒、产前保健情况、产次、泌尿生殖感

染和营养情况等，罹患牙周炎的妊娠妇女发生早

产低体重初生儿的危险性比健康妊娠妇女高 7.9

倍，提示牙周炎是和早产有关的危险因素[1]，且有

研究发现妊娠妇女牙周疾病的患病率可达 40％[2]．

由于妊娠妇女不良牙周状况可能导致不良妊娠的

发生，妊娠妇女的牙周状况日益受到人们的关

注．然而，目前关于云南省妊娠妇女牙周健康调

查的报告较少，故本研究对育龄期妊娠妇女及非

妊娠妇女的牙周健康状况进行了小范围的流行病
学调查，以初步了解云南省昆明市部分妊娠妇女

的牙周健康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自 2010年 10月至 2011年 6月，于昆明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门诊，选取 25 岁到 35

岁育龄期妊娠妇女 213 名和非妊娠妇女 255 名，

在完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完成口腔健康检查．

调查样本排除标准为：妊娠妇女年龄大于 35

岁，小于 25岁者；患有全身系统性疾病和感染性

疾病患者；严重贫血，营养不良，有早产史者；

有不良生活习惯，如药物、饮酒和吸烟者；心理

状况不良，如情绪波动较大，精神紧张者；非完

全自愿参与该调查项目者．

1.2 检查方法

检查程序完全遵循无菌操作原则，确保检查

工作安全有序地进行，严格杜绝交叉感染及医源

性感染．备有一次性口腔检查盘、已经严格消毒

的牙周探针、前后牙龈下刮治器、医用棉球、橡

胶手套及薄膜手套、口腔检查表、刷牙模型、医

用垃圾袋等．
检查内容包括：简化软垢指数 （debris

index-simplefie ，DI-S），简化牙石指数（calculus

index-simplified， CI-S） 和牙龈指数 （gingival

index，GI），具体方法如下：（1）简化软垢指数

（debris index-simplified，DI-S）：检查软垢以视诊

为主，根据软垢面积按标准计分，当视诊困难时，

可用镰形探针自牙切缘 1/3处向牙颈部轻刮，根据

软垢的面积按标准计分，即 0 =牙面无软垢；1 =

软垢覆盖面积占牙面 1/3以下； 2 =软垢覆盖面积

为牙面 1/3与 2/3之间；3 =软垢覆盖面积占牙面

2/3以上；（2）简化牙石指数，将探针插入牙远

中面龈沟内，然后沿龈沟向近中移动，根据牙颈部

牙石的量计分：0 =龈上、龈下无牙石；1 =龈上

牙石覆盖面积占牙面 1/3以下；2 =龈上牙石覆盖

面积为牙面 1/3与 2/3之间，或在牙颈部有散在龈

下牙石；3 =龈上牙石占牙面 2/3以上，或在牙颈

部有连续而厚的龈下牙石；（3）牙龈指数，为观

察妊娠期龈炎的发病状况，牙龈指数也是重要的统

计指标之一．该指数主要观察牙龈情况，检查牙龈
颜色和质地的改变，以及出血倾向．检查时使用钝

头牙周探针，结合视诊和探诊．检查全口或几颗选

定的牙，检查每颗牙的牙龈，将牙龈分为近中唇

（颊）乳头、正中唇（颊）缘、远中唇（颊）乳头

和舌侧龈缘．每颗牙的计分为 4个牙面计分的平

均值，每人计分为全部受检牙计分的平均值．计分

标准为：0 =牙龈健康；1 =牙龈轻度炎症；牙龈

色泽轻度改变，并轻度水肿，探诊不出血；2 =牙

龈中度炎症；牙龈色红，水肿光亮，探诊出血；3

=牙龈重度炎症；牙龈明显红肿或有溃疡，并有自

动出血倾向．对于群体牙龈炎的流行程度，可按以

下标准估计（表 1） .

1.3 统计学方法

计算软垢、牙石和牙龈指数平均值，同时计算

软垢、牙石的检出率、牙龈炎患病率，采用 SPSS

软件包分析，χ2检验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构

成比差异，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经统计，先后对 213名育龄区妊娠妇女和 255

名非妊娠妇女完成牙周健康检查，收回有效检查表

妊娠妇女 200份，对照组 188份．均统计学分析，

育龄区妊娠妇女与对照组相比，口腔简化软垢指数

（表 2） 和牙石指数（表 3） 构成比无差别 （ ＞

0.05），牙石检出率和软垢检出率无差别 （ ＞

0.05），牙龈炎患病率和中重度牙龈炎所占比例明
显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0.05），牙石检

出率和软垢检出率均不认为是妊娠的危险因素，牙

龈炎发病率和中重度牙周炎的检出情况均为妊娠的

危险因素，牙石检出率 OR 的 95%CI 为 0.539～

2.126，软垢检出率 OR的 95%CI为 0.712～2.018，



中重度牙龈炎检出情况，OR的 95%CI为 5.542～

17.768，见表 4．妊娠组群体牙石指数为 1.34，群

体软垢指数为 1.44，群体牙龈指数为 1.5，提示牙

龈炎在育龄期妊娠妇女中为中度流行；非妊娠组

群体牙石指数为 1.21，群体软垢指数为 1.41，群
体牙龈指数为 0.68，提示牙龈炎在育龄期非妊娠

妇女中为低度流行，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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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群体牙龈炎的流行程度

Tab. 1 The popularity of gingivitis in group

牙龈指数 牙龈炎流行程度

0 无流行

0.1～1.0 轻度流行

1.1～2.0 中度流行

3 讨论

牙周病是口腔常见病、多发病之一，牙周病

包括牙龈病和牙周炎两大类疾病[3]．二者均为妊娠

妇女易患的口腔疾病[4]．牙周病是一种以菌斑为始

动因素的感染性疾病，局部促进因子包括牙石、

解剖因素、牙排列异常等，全身促进因子包括遗

组 别 0 0.0～0.6 0.7～1.8 1.9～3.0

育龄期妊娠组 9.0 55.0 20.5 15.5

育龄期未妊娠组 9.1 54.7 21.3 14.9

表 2 口腔简化软垢指数（DI-S）比较

Tab. 2 The comparison of Oral Debris Index-simplified

组 别 0 0.0～0.6 0.7～1.8 1.9～3.0

育龄期妊娠组 16.5 50.5 25.0 8.0

育龄期未妊娠组 17.6 50.9 24.5 7.0

表 3 口腔简化牙石指数（CI-S）比较

Tab. 3 The comparison of Oral Calculus Index-Simplified

类 型
组 别

妊娠妇女组（n＝200） 对照组（n＝188）

牙石检出率 167（83.5） 152（80.9）

软垢检出率 182（91.0） 170（90.4）

牙龈炎患病率 196（98.0） 79（42.0）

中重度牙龈炎所占比例 96（48.0） 16（8.5）

与对照组相比，▲ ＜0.05．

表 4 检出率和患病率的比较［n（%）］

Tab. 4 The comparison of the rate of detection and incidence of disease［n（%）］

类 型
组 别

妊娠妇女组（n＝200） 对照组（n＝188）

软垢指数 1.44 1.41

牙石指数 1.34 1.21

牙龈指数 1.50 0.68

表 5 群体指数比较

Tab. 5 The comparison of group index

传、性激素、吸烟、糖尿病、精神压力等．牙周

炎对早产的影响已成为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受

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目前认为牙周病促进早产

的可能机制包括：（1）、牙周感染过程中菌斑中

细菌通过菌血症进入羊膜，从而促进早产 [4]；

（2）、牙周感染过程中导致炎症因子的释放，包括

IL-6、IL-1和前列腺素等，从而导致早产[5]．



妊娠期龈炎 （Pregnancy-associated gingivitis）

的发生率约在 30%～100%之间 [6]，而 Boggess KA

等曾报告妊娠妇女牙周疾病的患病率达 40％[2]．妊
娠期妇女由于精神压力、生活方式和体内激素水

平发生变动，牙周情况也随之改变．如妊娠性呕

吐，可使唾液 pH值下降，菌群改变；孕妇饮食频

率增加，数量增多，体力下降，日常生活不规则，

放松口腔卫生的维护，均可导致口腔健康状况下

降，炎症发生．研究还提出，妊娠期妇女菌斑指

数与妊前相比无明显改变，但龈炎发生率和严重

性却增加，主要原因在于龈沟液中女性激素水平

升高[7]，利于中间普氏菌繁殖，使菌斑成分发生改

变，同时血管扩张充血，通透性增高，炎症细胞

渗出增多，加重由菌斑引起的炎症反应．这表明

随着妊娠妇女生理、心理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牙

周健康状况也将随着改变[8]．

调查发现昆明市育龄期妇女牙周状况不容乐

观，牙石检出率高达 83.5%，妊娠妇女牙龈炎症发

生率可高达 98.0%．实验还发现育龄期妊娠妇女与

非妊娠妇女相比，其牙石和软垢检出率相似，无

统计学意义，但其牙龈炎症发生率却明显高于对

照组，说明妊娠妇女除细菌感染外，还存着其他

因素的影响，如激素水平等．

黄卡立[9]调查 711名孕妇软垢及牙石发生率分

别为 74.40% 和 56.96%，牙龈炎发生率为 70.18

%．而本实验中，妊娠妇女牙龈炎症检出率较高，

除了由于妊娠这一因素对母体造成的生理和心理

方面的影响外，可能还与云南省部分地区受传统

观念的影响，认为妊娠妇女刷牙对母体及胎儿不

利，导致孕产妇口腔卫生状况较差。此外，可推

测大部分孕妇孕前未接受到各种口腔卫生宣教和

口腔疾病防治，导致随着孕期牙周状况恶化.

妊娠期是一个复杂而特殊的生理过程,在此期
间,如不注意保健,不仅会影响孕妇自身的健康,甚

至会危及胎儿的正常发育[10]．为改善妊娠妇女牙周

状况，建议所有怀孕或计划怀孕的妇女都应进行

牙周检查，以预防或治疗牙周疾病．此外，还应

大力宣传正确的口腔保健措施，破除不良的传统

习俗．

总之，本次调查数据提示，昆明市妊娠期妇女

牙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育龄区妇女口腔卫生状况

及卫生保健意识有待提高，该区妊娠妇女牙龈炎为

中度流行。由于治疗时机和治疗方式的限制，使母

体牙周病的控制较为棘手，其对母体及胎儿造成的

不良影响也应尽快受到重视．需加强妊娠期妇女口

腔卫生宣传教育，改善孕产妇口腔健康状况，以减

少不良妊娠结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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