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齡前兒童口腔健康問題 

 

學齡前孩童正處於生長階段，營養的攝取也相對重要。當口腔健康不佳時，會導致

無法咀嚼及吞嚥，造成營養攝取不足。在學齡前孩童期，常見影響口腔健康狀況不佳的

原因是齲齒，當乳牙產生齲齒後，會產生疼痛導致無法正常咀嚼，導致孩童偏食習慣產

生，不喜歡攝取肉或蔬菜等纖維較多的食物，一來就容易導致營養不良。嚴重的齲齒，

可能造成蜂窩性組織炎，若未即時治療更可能併發敗血症，因此學齡孩童齲齒預防不可

忽視。 

 

我國 2011 年 5-6 歲孩童齲齒盛行率為 79.32%，4-5 歲為 78.05%，3-4 歲為 61.55%，

2-3 歲為 31.40%，顯示孩童齲齒問題已於學齡前存在。相較於 WHO 設定在 2010 年達

到 5 歲兒童 90%以上沒有齲齒之目標，我國仍高出許多。而 5-6 歲孩童的乳牙齲齒經

驗指數(deft)為 5.44，意即平均每個人有 5.44 顆齲齒，我國學齡前孩童口腔健康狀況相

較於其他西太平洋國家或是先進國家都較為嚴重。 

 

學齡前兒童的齲齒影響著孩童的生活品質，不論是在飲食攝取、情緒或睡眠品質等，

進而影響生長發育。孩童的潔牙行為及刷牙頻率都與齲齒經驗有相關。 

 

除了孩童的口腔保健行為，甜食攝取也是造成齲齒的主要原因。在國外的研究指出

孩童的飲食喜好行為與齲齒的發生呈現顯著相關；相較於每天沒有攝取含糖飲料超過

三次的孩童，有此行為的孩童會平均多出 47.1%的齲齒。孩童的手部功能尚未發展完全，

家長在於潔牙的協助與監督是必要性的。同時，國外的研究指出，家長對口腔保健的信

念與態度和孩童的齲齒、牙齒清潔、甜食攝取習慣具有強大的關聯性。對於孩童口腔健

康的影響，母親扮演著重要角色，相較於父親的影響更為強烈。當母親有較差的口腔保

健行為，其孩童會有較差的口腔健康狀況。孩童的口腔健康影響因素不單只有口腔保健

行為的建立，家長對孩童的口腔保健態度、攝取含糖食物的控制，以及口腔預防保健的

方法，例如：定期牙科檢查，半年免費塗氟等等。 

 



 

在國內研究指出孩童齲齒與飲食習慣、潔牙執行者、潔牙習慣及定期牙科檢查有關。

當孩童喜好吃甜食較不喜歡者有 3.44 倍的齲齒盛行率；孩童自行潔牙比父母親或照顧

者協助潔牙之孩童會有較高的齲齒經驗指數。一年一次牙科定期檢查相較於每 3 個月

一次的有 6.68 倍可能會發生齲齒。 

 

除了孩童自身特質影響，家人的特質也影響的孩童齲齒的發生，家庭收入、母親國

籍與母親教育程度有關。家庭為低收入戶孩童相較於非低收入戶的有較高的齲齒盛行

率與齲齒經驗指數。 

    

   最近的研究指出新住民學齡前子女齲齒經驗指數明顯較本地籍高。由於母親為新移

民者，因語言與文化差異造成健康資源取得與利用阻礙，又本身教育程度與家庭收入都

較低，造成其子女口腔健康狀況普遍不佳，進而產生口腔健康不均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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