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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牙医诊所

□

晨报记者 渠稳

“牙疼不算病，疼起来要人命”，一些

市民患上了牙科疾病去医院或诊所进行

治疗的时候，却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针对市民反映的情况， 记者对我市多家

牙科诊所进行了暗访。

◆

牙科诊所没有悬挂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9 月 19 日， 记者在淮河路上的一家

牙科诊所内看到， 不足 20 平方米的房

屋内摆放着一张牙科治疗床， 医生正在

给一位患者治疗牙齿。 墙上没有悬挂工

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和卫生部门颁

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记者以患

者的身份对该诊所的行医资质进行了询

问， 这位医生告诉记者， 他们的证件齐

全， 具备国家规定的行医资格。 而我国

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

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必须将《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 诊疗科目、诊疗时间和收费

标准悬挂于明显处所。

随后， 记者又对我市多家牙科诊所

进行了暗访， 这些诊所大都存在相同的

问题。

“患者在选择就医诊所时不能盲目，

就医时一定要先看该诊所是否有有效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其从业人员是

否持有有效的《医师执业证书》。 ”我市某

医院的一位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

医生治疗时不戴手套

记者在采访中遇到一位姓赵的女

士， 她向记者讲述了她在治疗牙齿的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去年，我曾经因为牙

疼在老区的一家牙科诊所进行治疗，当

时给我治疗的牙科医生没有戴口罩，而

且在给我的牙齿里填充卫生棉的时候，

用手接触卫生棉球。 口腔毕竟不是其他

身体部位， 医生在接触了别人的口腔之

后，在没有进行任何清洗措施的情况下，

又直接往我的牙齿里塞卫生棉球， 实在

是让人反胃。 ”

记者在淮河路、黄河路、华山路上的

几家牙科诊所进行暗访时发现， 这些诊

所的医生在给病人进行治疗时都戴了口

罩，但是没有按照规定戴医疗手套，医生

在接触了病人的口腔后， 又直接接触医

疗器械。

◆

牙科诊所属于高收入行业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

者，牙科属于高收入行业，一颗烤瓷牙齿

动辄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由于各方面的

限制， 牙科诊所没有制造仿真牙齿的能

力， 患者所需要的牙齿都是牙科诊所根

据患者的牙齿模型到外地的牙齿生产厂

家定制的。 一般情况下，一颗上千元的烤

瓷假牙有二三百元的利润。 ”

“一颗仿真烤瓷牙需要 180 元，好一

点儿的要 2000 多元 ， 根据你的经济状

况，可以自由选择。 ”一家牙科诊所的医

生在和记者聊天时说。 在淮河路上的另

一家牙科诊所，记者了解到，那里的一颗

仿真烤瓷牙最低也要卖到 300 多元钱。

今天是我国第 23 个全国爱牙日

你的牙齿还好吗

今天是我国第 23 个全国爱牙日，卫生部将今年的活动主题确定为“健康口腔，幸福家庭；呵护孩子，预防龋齿”。 目前，不少人已

经开始重视保护牙齿的健康，然而，还有很多人由于忙于应付快节奏的工作与生活，忽略了对牙齿健康的关注。 我市市民的牙齿现状

如何？ 牙科门诊能否为市民的牙齿健康提供优质的保障？ 应该如何爱护牙齿？ 在爱牙日来临之际，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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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是“爱牙日” □

晨报记者 秦颖 周凯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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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妈妈陷入治牙两难

孕妇牙检要提前

与市民对牙痛的记忆犹新相比，

市民章女士表现出的则是更多的无

奈，因为她在怀孕期间发现牙龈充血

肿痛，还有几个龋齿也发了炎。 医生

为章女士检查后表示十分为难，原来

章女士已是一位怀孕近 6 个月的准

妈妈。

“怀孕会引起生理上的一连串变

化， 口腔部分也会因为内分泌及生

活饮食习惯的改变而使孕妇更易患

上口腔疾病， 但是很多孕期妇女很

少在孕前对牙齿进行检查。 怀孕期

间若使用药物治疗牙齿易造成胎儿

畸形， 如果是实施时间长并有刺激

性的口腔手术， 还容易造成准妈妈

流产。” 孙祥军医生说， 来医院口腔

科就诊的病号中， 平均每 30 个人中

就有 1 名孕妇。

“孕妇之所以更易患牙病， 多数

是在怀孕期间吃甜食增多、 一天内

进食次数增多、 体内性激素的改变、

智齿未完全长出等原因造成的。 绝

大部分患有口腔疾病的孕妇， 怀孕

之前也多多少少存在牙周炎、 蛀牙

等口腔疾病。” 孙祥军医生认为， 很

多孕妇本身所患的口腔疾病也可能

会影响到胎儿发育。 据了解， 患中

度或重度龋齿及牙周炎的孕妇， 口

腔中产生的细菌抗体容易通过血液

循环进入胎盘 ， 使胎儿受到感染 ，

导致胎儿出生后患先天性心脏病。

记者从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得知，

近年来， 通过多个实例发现， 孕妇

患严重牙周病还可能会导致胎儿早

产及初生婴儿体重偏低。

“建议患有牙周炎的育龄妇女在

怀孕前首先治疗牙周病，才能保证孕

期自身和胎儿的健康。牙周病对健康

的影响不能掉以轻心，出现症状应当

及时治疗。 ”孙医生说。

◆

如何正确刷牙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不少市

民并不知道正确的刷牙方法，这也是

导致牙齿疾病产生的一个原因。

孙祥军医生告诉记者，选择功能

对路的牙膏产品作为口腔护理的工

具至关重要。目前市场上的牙膏产品

种类繁多，除了具有清洁口腔的基本

功能以外，市民还可以选择适合自己

情况的功能配方牙膏。 另外，牙刷使

用后要彻底洗涤，同时放在干燥通风

处，一旦刷毛外翻或倒毛，就应立即

更换，通常至少 3 个月更换一次。

孙祥军医生给了 4 条建议：牙刷

刷毛不宜过硬；保护牙刷干燥；刷牙

时要面面俱到；刷牙的原则为“三个

三”。

“少年儿童、 老年人或牙周病患

者应选用较软的牙刷； 吸烟或容易

沉积牙结石者可选用中等硬度牙刷；

戴固定牙齿矫正器或口腔有固定桥

修复体者， 则需要在口腔医师的指

导下选用特制的异形牙刷。 刷牙的

‘三个三’ 原则， 即每天刷三次、 每

次刷三分钟 、 刷全牙齿的三个面 。

如果没有牙膏，干刷也一样。”孙祥军

医生说。

◆

别牙痛了才去看医生

在采访当中， 记者了解到， 常有一些患者牙

痛了才想起去看医生， 缺乏终生维护和治未病的

观念。 孙祥军医生告诉记者， 例如龋病是口腔中

发病率最高的疾病之一， 龋洞的形成是逐渐发展

和积累的过程。

“牙齿健康也是一个人身体健康的标志，去年

检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有颗大牙已‘病入膏肓’，

总是发炎，有时候甚至需要吃止痛片。因为不舍得

拔掉，最后打麻药切断牙神经后补了补才算解脱，

真是受了不少罪。 ”严女士告诉记者，因为年轻时

不重视牙齿保健，好几颗大牙都打了‘补丁’，“前

段时间我大笑的时候被儿子指责有虫牙， 现在我

都不敢张大嘴笑了。 ”

牙病不治会引发哪些疾病？ 口腔科主任医生

孙祥军告诉记者，如果龋齿不及时治疗，造成龋洞

加深，伤及牙神经的时候会有自发性的剧烈疼痛，

影响人们的睡眠，甚至会波及到同侧的头面部，炎

症扩散到肌肉间隙时会引起面部肿胀， 有的在皮

肤、黏膜或者牙龈上产生排脓的瘘管。 治疗起来也

更为复杂，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

口腔健康意识薄弱 牙齿检查不受关注

在对医院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与市民关注

身体检查相比， 牙齿等口腔部分的检查很少在市

民考虑之列。 9 月 19 日上午，正在市第一人民医

院进行体检的某企业员工来到口腔科进行咨询，

医生连体检表都没看就表示口腔检查一定不在他

的体检范围内。看到记者不解的眼神，医生要来了

该市民的体检表给记者看，各项检查中，记者唯独

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口腔的体检项目。 面对这一情

况，医生很无奈地对记者说，口腔健康一直未曾受

到市民和企事业单位的重视。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不少市民口腔健康意

识薄弱，牙齿检查不受市民的重视。

在兴鹤大街等路口，记者随机采访了近 20 位

市民。七成左右市民表示没有口腔检查的习惯，每

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的市民仅有一人。

口腔检查重要吗？ 口腔检查需要多长时间进

行一次？

“对于牙齿较健康的人群而言，其实每半年做

一个很简单的口腔检查就可以避免早期龋齿现象

的发生。 早期的龋齿， 没有形成明显的洞， 表现

为牙齿局部色泽发黑或呈白垩色变化 。 时间一

长， 牙齿上开始有龋洞形成。 但是， 早发现就可

以早治疗， 且病情轻微， 治疗也较简单， 如果不

引起重视， 任其发展， 当病变波及到牙髓和根尖

时， 治疗起来更为复杂， 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

金钱， 还会产生一系列更严重的症状。 所以建议

一般 3 个月 ~5 个月就要做一次检查。 ”口腔科医

生告诉记者。

采访中， 还有不少市民表示有时饭后懒得刷

牙，他们会通过吃口香糖或木糖醇来清洁口气、保

护牙齿。

“我的牙齿不整齐，而且有些许口臭，所以口

香糖就是我包里的必备品。 我认为经常咀嚼口香

糖应该可以去除牙齿上的残渣， 能更好地保护牙

齿。 ”在采访中，不少男生表示吃口香糖也是他们

健齿的一个方法， 对此记者也询问了一下孙祥军

医生。

“咀嚼口香糖对牙齿并没有确切的保护作用。

很多人喜欢用口香糖除口臭， 这样可以起到短暂

的遮掩异味的作用。 但是， 形成口臭的原因是口

腔卫生不良， 咀嚼口香糖治标不治本， 长期咀嚼

口香糖， 对颞下颌关节有一定的损伤。” 孙医生

说， 市民一定要走出这一误区， 按照科学方法刷

牙、 护牙。

◆

吃口香糖并不能保护牙齿

医生正在为患者治疗牙病。 晨报记者 周凯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