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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专业·2018.12.19·空暇记忆·口腔预防（1-2） 

第一单元 

第一单元 绪 论 

1.概念： 

    “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努力，预防口腔疾病，维护口腔健康及提高生命质量的科学与艺术”。 

2.三级预防的原则（必考） 

一级预防 _____：口腔健康教育、口腔卫生指导、控制牙菌斑等措施。 

如：氟化物应用，饮食控制，_____，保护牙髓 

二级预防 

（干预） 

_____：三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如：定期口腔检查、高风险人群的发现和_____、牙体外科、牙周病学、正畸

治疗等 

三级预防 

（修复） 

_____如：牙列缺损与缺失的修复等 

3.研究对象（助理不考） 

主要对象 人群 

基本要素 研究群体的口腔疾病患病情况和预防措施，个人预防保健方法 

 

第二单元 

第二单元 口腔流行病学 

章节概述： 

分析历年真题，本单元属于《口腔预防医学》中的重点、难点内容，平均每年出题约执业 5 题左右。

新大纲强调重点内容仍是口腔流行病学的方法、口腔健康状况调查方法、样本含量、误差及预防方法等。 

 

 

 

 

                        第一节  概述 

 

一、概念           

    口腔流行病学是用流行病学的原则、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人群中口腔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分布的规

律及其影响因素，同时研究口腔健康及其影响因素，为探讨口腔疾病的病因和流行因素、制定口腔保健计

划、选择疾病防治策略和评价服务效果打下良好基础。  

 

 

二、口腔流行病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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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描述人群口腔健康与疾病的分布状态。 

  _____是口腔流行病学最常用的方法。 

2.研究口腔疾病的病因和影响流行的因素。 

3.研究疾病预防措施并评价其效果。 

4.监测口腔疾病流行趋势。 

5.为制订口腔卫生保健规划提供依据。 

第二节 口腔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助理不考） 

                          （重点） 

 

 

 一、描述性流行病学 

    描述性流行病学：是流行病学中最常用的一种 

       这种研究的作用是描述某种现象在人群中的分布和发生发展规律，提出病因假设。 

 

描述性流行病学主要有下面几种： 

分类 定义 举例 

横断

面研

究 

又称_____，某一特定时点上（较短的

时间内）的情况 

我国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口腔流行病

学抽样调查 

（一个时间点） 

纵向

研究 

又称“_____”， 即在某种情况下在

一个人群中随着时间推移的自然动

态变化，也就是定期随访 

对一小学生龋病发病情况进行定期

检查（有一段时间） 

常规

资料

分析 

又称_____，即对已有的资料或者疾病

监测记录做分析或总结 

研究该市若干医院近 5年的病历资

料（研究的是资料） 

 

 

二、分析性流行病学 

    分析性流行病学：就是对所假设的病因或流行因素进一步在选择的人群中探索疾病发生的条件和规律，

验证病因假设。 

      包括：病例－对照研究 

            群组研究（队列研究） 

 病例—对照研究 群组研究（_____） 

定义 

 

  用于探讨病因、相关因素对于疾病的影响。 

        回顾性研究：_____ 

       又称队列研究，将特定人群按其是否暴露于某因素分为两

组，追踪观察一定时间，比较两组的发生率，以检验该因素

与某疾病的联系的假设。                                                    

前瞻性研究：_____ 

常用于         口腔慢性病、病程长、少见病、原因未明

病；同时可研究多个因素原因未明疾病。 

        检验某因素与某疾病病因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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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优点：观察时间短，需要研究的对象少。 

缺点：_____ 

优点:研究结构准确度高，可获得不同暴露强度与疾病的关

系，也可观察一种暴露因素与多种疾病的关系。 

缺点：时间长，对慢性病需要耗大量人力物力。 

举例 牙周病病人的病因回顾 吸烟对牙周病的影响 

 

三、实验性流行病学 

    实验性流行病学：又称为流行病学实验，是指在研究者的控制下对人群采取某项干预措施或施加某种

因素或消除某种因素以观察其对人群疾病发生或健康状态的影响。 

它有两个重要特点： 

  一、_____；（故：是实验法而非观察法） 

  二、_____，即研究对象随机分配到不同的组，而非自然形成的暴露组与非暴露组。 

根

据;

不同

的研

究目

的和

研究

对象

分类 

1. 现场试验：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发生的特定现场开展的试验。如：研究汞蒸气

对人体的影响，应在生产银汞充填材料的工厂对长期工作在第一线的工人健康状

况进行研究。                                                              

2.临床试验：（对象为病人或健康人）以临床为研究场所，对口腔诊疗及预防

措施的效果和安全性进行评价的方法。以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最为经典。 

3.社区干预试验：在社区开展的干预性试验。可以是整个社区、也可是社区

中某一代表性人群。 

试验

方法 

1.开放试验 

2.盲法试验：分为单盲、双盲或三盲（消除人为主观因素） 

试验

步骤 

1.明确实验的目的 

2.确定试验现场 

3.确定试验对象 

4.确定试验样本量 

5.确定试验组与对照组： 

  临床试验应遵循三个原则：_____ _____ _____ 

6.开放试验与盲法试验，开放试验可用于对改变生活方式（如饮食、口腔卫

生习惯、吸烟）等干预效果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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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步骤 

盲法试验又可分为单盲、双盲或三盲。（消除人为主观因素） 

单盲法：受试者不知道自己的组别； 

双盲法：试验者与受试者都不知道受试者组别； 

三盲法：还包括资料收集、监督与分析者也不知道。 

其中双盲法比较常用。 

7.措施标准化，应制订统一的措施、方法与标准。检查人员应经过校正试

验，合格上岗。 

8.确定试验观察期限：主要是根据实验的目的决定。 

如氟防龋效果观察，至少应持续_____年，一般为_____年。 

牙周病预防措施的效果观察可以__________到_____， 

主要

用途 

1.预防措施的效果与安全性评价 

2.评价某种新药 

3.验证病因假设 

4.成本效果评价及成本效益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