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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健康

知识、态度、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廖摇 欣1,廖圣恺2,3,武峻捷2,韩前乾2,姜摇 晟2,徐志佳2,鲁摇 桐2,宋摇 驰2,张摇 伟2

[摘要]目的:了解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健康知识、态度、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随机整群

抽取合肥市 3 所医学院校 801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口腔健康知识总知晓率为 66. 09% ,口腔保健积极态度总持有率

为 70. 37% ,口腔卫生行为总形成率为 44. 25% 。 女生的知识、态度、行为得分高于男生、城镇学生高于农村学生(P < 0. 01);
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并没有随年级增高而增加,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口腔医学专业学生高于其他专业学生

(P < 0. 05 ~ P < 0. 01);口腔健康知识、态度、行为之间均呈正相关(P < 0. 01)。 性别、家庭居住地、年级、专业、自评口腔健康

状态是知识的影响因素(P < 0. 05 ~ P < 0. 01);性别、家庭居住地、年级、自评口腔健康状态及是否接受过口腔健康教育是态度

的影响因素(P < 0. 05 ~ P < 0. 01);性别、家庭居住地、专业、自评口腔健康状态是行为的影响因素(P < 0. 05 ~ P < 0. 01)。 结

论: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健康知识、态度尚可、口腔卫生行为较差,亟需加强口腔健康教育工作,提升医学院校大学生

的口腔健康素养水平。
[关键词] 口腔健康;大学生;知识;态度;行为;医学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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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tatus quo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ral health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among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in Hefei city

LIAO Xin1,LIAO Sheng鄄kai2,3,WU Jun鄄jie2,HAN Qian鄄qian2,JIANG Sheng2,XU Zhi鄄jia2,LU Tong2,SONG Chi2,ZHANG Wei2

(1.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Anhui Medical College,Hefei Anhui 230601;2. School of Stomatology,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3.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quo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ral health knowledge,attitude and behavior among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in Hefei city. Methods:A total of 801 students from 3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efei city were
selected using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and investigated using a self鄄designed questionnaire. Results:The total awareness rate
of oral health knowledge was 66. 09% ,the total positive attitude rate of oral health was 70. 37% ,and the total formation rate of oral
health behavior was 44. 25% . The oral health scores of knowledge,attitude and behavior in female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male students(P < 0. 01),and the oral health scores of knowledge,attitude and behavior in urban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rural students(P < 0. 01). The oral health scores of knowledge,attitude and behavior did not increase with the increasing of grades,but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 The knowledge,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oral health among student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each other (P < 0. 01). The oral health scores of knowledge,attitude and behavior in students majoring in
stomatology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other major students(P < 0. 05 to P < 0. 01).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place of origin,grade,profession and self鄄assessment we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ral health knowledge,the gender,
place of origin,grade,self鄄assessment of oral health status and oral health education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oral health

摇 摇 摇 attitude,and the gender,place of origin,profession and self鄄
assessment of oral health status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ral health behavior(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
The knowledge and attitude of oral health among medical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efei city are at a medium
level, but the behavior of oral health is at a low level.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oral health education
work to improve the oral health literacy level of the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oral health; college student; knowledge;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attitude;behavior;medical college an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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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口腔健康是生命质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

分。 口腔疾病不仅影响咀嚼、发音等口腔生理功能,
也会对全身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1 - 2]。 因此,
口腔健康不仅是全身健康的基础,也是反映人类全

身健康状态及生命质量的镜子[3]。 医学院校大学

生不仅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更是国家未来医疗卫

生健康事业改革与发展的中流砥柱,医学院校大学

生具有良好的口腔健康状况尤为重要。 然而,研
究[4 - 8]表明,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的大学生口腔健

康知识匮乏,口腔健康状况令人担忧,龋病、牙周病、
牙龈炎等常见病的发病率相当高。 根据知 -信 -行

(knowledge鄄attitude鄄practice,KAP)理论,丰富的口腔

健康知识,有助于建立积极的口腔保健态度,促进良

好口腔卫生行为的养成,从而进一步提升口腔健康

能力。 鉴于此,本研究于 2018 年 9 - 11 月,以合肥

市 3 所医学院校在校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其

口腔健康 KAP 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旨在为有效

实施口腔健康教育,提高大学生口腔健康素养水平

提供科学依据。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 摇 研究对象 摇 方便抽取合肥市 3 所医学院校

(安徽医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在校大学生,以班级为单位随机整群发放

调查问卷 9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801 份,有效回收率

为 89. 0% 。 其中,男生 318 名(39. 7% ),女生 483
名(60. 3% );城镇学生 270 名(33. 7% ),农村学生

531 名(66. 3% );大学一年级(大一) 学生 194 名

(24. 2% ),大学二年级(大二)251 名(31. 3% ),大
学三年级(大三)242 名(30. 2% ),大学四年级(大
四)114 名 (14. 2% );口腔医学专业学生 141 名

(17. 6% ),临床医学专业 211 名(26. 3% ),中医学

相关专业 215 名(26. 8% ),医学相关专业 178 名

(22. 2% ),非医学专业 56 名(7% );在本研究的专

业分类中,临床医学专业包括临床医学方向的部分

专业,如临床医学、精神医学、麻醉医学、医学影像

学、临床医学(农村订单定向);中医学相关专业包

括针灸、推拿、中医学、中医学结合等专业;医学相关

专业包括检验技术、影像技术、预防医学、法医、护
理、康复治疗;非医学专业包括应用统计学、公共卫

生管理、生物医学工程、心理学、卫生信息管理等

专业。
1. 2摇 调查工具摇 参考《WHO 成人口腔健康问卷调

查表,2013》 [9]及《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

查知信行结果报告》 [10] 自行设计问卷,经口腔医学

及流行病学专家审核后,进行修改、完善,最终定稿。
随机选取 30 名医学院校大学生,实施预调查,5 ~
7 d分别进行重测,并行一致性检验,Kappa 系数为

0. 653 ~ 1. 000。
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 口腔健康

KAP、自评口腔健康状态、是否接受过口腔健康教育

及获取口腔保健相关知识的途径五个部分。 一般人

口学资料包括学校、年级、性别、家庭居住地、专业等

信息。 口腔健康 KAP 共 30 个题目,均为单选题,每
题赋值 1 分(知晓 /同意 /做到,计 1 分,不知晓 /不同

意 /未做到,计 0 分);其中,口腔健康知识维度,包
括龋齿、牙周病、牙髓炎、口腔癌的病因、临床表现及

预防措施等 11 个题目,满分 11 分,臆6 分为知识低

分组, > 6 分为知识高分组;口腔保健态度维度,包
括定期口腔检查的意义、口腔疾病与全身健康的关

系、开展口腔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定期洁牙的益处等

10 个题目,满分 10 分,臆6 分为积极态度低分组, >
6 分为积极态度高分组;口腔卫生行为维度,包括牙

膏类型、刷牙方式、刷牙次数、牙线使用、饭后漱口等

9 个题目,满分 9 分,臆5 分为口腔卫生行为习惯欠

佳组, > 5 分为口腔卫生行为习惯良好组。 口腔健

康知识的总知晓率 = 回答正确的总题数 / (每份问

卷知识部分题数 伊 有效调查人数) 伊 100% 。 单项

知识知晓率 = 回答正确人数 /有效调查人数 伊
100% 。 口腔保健积极态度总持有率 = 积极态度总

题数 / (每份问卷态度部分题数 伊 有效调查人数) 伊
100% 。 口腔卫生行为总形成率 =正确行为总题数 /
(每份问卷行为部分题数 伊 有效调查人数) 伊
100% 。
1. 3摇 质量控制摇 正式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系统培

训,并明确各自的分工与职责;在调查现场,调查员

使用统一的指导语,获得知情同意后,由被调查者不

记名方式自行填写问卷,并由专人对问卷进行审核、
整理、编号。
1. 4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和 q 检

验、Spearman 相关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健康知识现状摇
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健康知识平均得分为

(7. 27 依 2. 06)分,知识总知晓率为 66. 09% ,其中,
知识低分组(臆6 分)286 人(35. 70% ),知识高分组

( > 6 分)515 人(64. 30% );在与口腔健康相关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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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问题中,知晓率 > 70%的有 4 题,从高至低依次为

氟化物可有效保护牙齿(83. 15% )、含氟牙膏可以

预防龋齿 ( 77. 65% )、 急性牙髓炎的临床表现

(73. 03% )、成年人恒牙的个数(71. 04% );知晓率

< 60%的有 2 题,分别为食用糖致龋的关键因素

(57. 05% )、窝沟封闭可以预防龋齿(44. 07% )。 口

腔健康知识得分在性别、家庭居住地、年级、专业、自
评口腔健康状态、是否接受过口腔健康教育间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见表 1)。
2. 2摇 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保健态度现状摇
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保健态度平均得分为

(7. 04 依 1. 66)分,口腔保健积极态度总持有率为

70. 37% ;其中,积极态度低分组 (臆6 分) 278 人

(34. 7% ), 积 极 态 度 高 分 组 ( > 6 分 ) 523 人

(65. 3% );在与口腔保健态度相关的 10 项问题中,
积极态度持有率较高的为定期口腔检查有利于口

腔健康 ( 93. 51% )、 口腔疾病可危害全身健康

(85. 52% )、口腔健康教育可提升大学生口腔健康

素养(82. 27% );积极态度持有率较低的为有效刷

牙可促进牙周健康 (56. 55% )、定期洁牙有益于

口腔健康 ( 46. 69% )、 刷牙可有效清除牙菌斑

(46. 57% )。 口腔保健态度得分在性别、家庭居住

地、年级、专业、自评口腔健康状态、是否接受过口腔

健康教育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见表 1)。
2. 3摇 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卫生行为现状摇
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卫生行为平均得分为

(3. 98 依 1. 33) 分,口腔卫生行为总形成率仅为

44. 25% ,其中口腔卫生行为习惯欠佳组(臆5 分)
702 人(87. 64% ),口腔卫生行为习惯良好组( > 5
分)99 人(12. 36% )。 在与口腔卫生行为相关的 10
项问题中,形成率较高的有每天刷牙逸2 次、刷牙方

式是上牙下刷 +下牙上刷 + 来回刷、每次刷牙时间

逸3min、2 ~ 3 个月更换牙刷、经常使用牙线,其比例

分别为 59. 55%、59. 05%、57. 80%、57. 43%、52. 18%;
形成率较低的有经常使用含氟牙膏、每次饭后漱口、
定期进行口腔健康检查、定期洁治牙齿,其比例分

别为39. 33%、36. 58%、25. 84%、10. 49%。 口腔卫

生行为得分在性别、家庭居住地、年级、专业、自评

口腔健康状态、是否接受过口腔健康教育间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 <0. 01)(见表 1)。
2. 4摇 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健康知信行各维

度得分的相关性分析摇 口腔健康知识与态度、行为

之间均呈正相关( r = 0. 24、0. 23,P < 0. 01);口腔健

康态度与行为呈正相关( r = 0. 16,P < 0. 01) (见

表 2)。

摇 表 1摇 合肥市医学院校不同组别大学生口腔健康知识、态
度、行为得分比较(x 依 s;分)

影响因素 n 知识 态度 行为

性别

摇 男 318 6. 81 依 2. 25 6. 58 依 1. 79 3. 73 依 1. 18

摇 女 483 7. 58 依 1. 86 7. 34 依 1. 51 4. 15 依 1. 39

摇 t — 5. 07 6. 25 4. 59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家庭居住地

摇 城镇 270 7. 76 依 2. 02 7. 36 依 1. 70 4. 33 依 1. 54

摇 农村 531 7. 02 依 2. 04 6. 87 依 1. 62 3. 81 依 1. 17

摇 t忆 — 4. 83 3. 98 4. 88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年级

摇 大一(1) 194 6. 77 依 2. 06 6. 63 依 1. 72 3. 93 依 1. 29

摇 大二(2) 251 7. 79 依 2. 03** 7. 24 依 1. 55** 4. 17 依 1. 45

摇 大三(3) 242 7. 19 依 1. 97## 7. 23 依 1. 69** 3. 88 依 1. 29

摇 大四(4) 114 7. 14 依 2. 08# 6. 87 依 1. 65 3. 87 依 1. 19

摇 F — 9. 67 6. 79 2. 44

摇 P — <0. 01 < 0. 01 > 0. 05
摇 MS组内 — 4. 107 2. 719 1. 767

专业

摇 口腔医学(1) 141 7. 97 依 2. 07 7. 48 依 1. 65 4. 77 依 1. 59

摇 临床医学(2) 211 7. 15 依 2. 10** 6. 92 依 1. 66* 3. 77 依 1. 23**

摇 中医相关(3) 215 7. 16 依 1. 99** 7. 12 依 1. 60* 3. 92 依 1. 27**

摇 医学相关(4) 178 7. 20 依 1. 95** 6. 94 依 1. 63* 3. 82 依 1. 13**

摇 非医学(5) 56 6. 59 依 2. 07** 6. 38 依 1. 84**#吟 3. 57 依 1. 04**

摇 F — 6. 16 5. 37 17. 27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摇 MS组内 — 4. 123 2. 719 1. 636

自评口腔健康状态

摇 很健康(1) 170 8. 09 依 2. 06 7. 46 依 1. 76 4. 76 依 1. 61

摇 有些小疾病(2) 518 7. 24 依 1. 89** 7. 04 依 1. 50** 3. 78 依 1. 17**

摇 很不健康(3) 113 6. 19 依 2. 29**## 6. 39 依 2. 02**## 3. 73 依 1. 13**

摇 F — 31. 14 14. 44 40. 53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摇 MS组内 — 3. 949 2. 686 1. 615

是否接受过口腔健康教育

摇 经常接受(1) 150 7. 86 依 1. 94 7. 44 依 1. 76 4. 72 依 1. 65

摇 偶尔接受(2) 524 7. 37 依 1. 93** 7. 11 依 1. 48* 3. 85 依 1. 17**

摇 从未接受(3) 127 6. 17 依 2. 29**## 6. 28 依 2. 03**## 3. 67 依 1. 20**

摇 F — 26. 68 18. 90 31. 55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摇 MS组内 — 3. 972 2. 665 1. 632

摇 摇 *示 t 值;#示 t忆值;q 检验:与(1)组比较*P < 0. 05,**P < 0. 01;与(2)组较#P <

0. 05,##P < 0. 01;与(3)组比较吟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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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2摇 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健康知信行各维度得

分的相关性分析( r)

维度 知识 态度 行为

知识 1. 000

态度 0. 244** 1. 000

行为 0. 227** 0. 164** 1. 000

摇 摇 相关性检验:**P < 0. 01

2. 5摇 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健康知识、态度、
行为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 摇 分别将合肥市医学

院校大学生的口腔健康知识、态度及行为得分作为

因变量(Y) (低分组 = 1,高分组 = 2),将性别(男
生 = 1,女生 = 2)、家庭居住地(城镇学生 = 1,农村

学生 = 2)、年级(大一 = 1,大二 = 2,大三 = 3,大四

= 4)、专业(口腔医学专业 = 1,临床医学专业 = 2,
中医学相关专业 = 3,医学相关专业 = 4,非医学专业

= 5)等因素作为自变量(X),利用向后步进(条件)
方法进行条目筛选,构建二分类 logistic 逐步回归模

型(琢入 = 0. 05,琢出 = 0. 10),分析大学生口腔健康知

识、态度、行为的影响因素。 结果显示,性别、家庭居

住地、年级、专业、自评口腔健康状态是医学院校大

学生口腔健康知识的影响因素 (P < 0. 05 ~ P <
0. 01);性别、家庭居住地、年级、自评口腔健康状态

及是否接受过口腔健康教育是口腔保健态度的影响

因素(P <0. 05 ~ P < 0. 01);性别、家庭居住地、专业、
自评口腔健康状态是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卫生行

为的影响因素(P <0. 05 ~ P <0. 01)(见表 3 ~5)。
2. 6摇 大学生获取口腔保健知识的途径 摇 801 名受

调查的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保健相关知识的

获取途径(多选)从高至低依次为:报纸 /杂志(432
人,53. 93% )、 电视 /广播 /网络等媒体 ( 419 人,
52. 31% )、知识宣传手册(416 人,51. 94% )、家人 /
朋友 (314 人,39. 20% )、健康教育讲座 (242 人,
30. 21% )。

3摇 讨论

3. 1摇 关注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健康知识、态度、行

为的现实意义 摇 口腔健康是现代高品质生活的基

石。 然而,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显示,我国居民龋病患病率明显上升,牙周健康状况

和口腔卫生情况明显下降[10]。 作为我国未来医疗

卫生事业建设与发展的中坚力量,医学院校大学生

的口腔健康状况不仅关乎其自身健康与生命质量,
而且可在实施“健康口腔行动方案冶、开展口腔健康

教育与促进工作、营造有益于口腔健康的社会环境、
科学传播口腔健康信息、提升居民口腔健康素养等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关注医学院校大学生的

口腔健康 KAP,有针对性地进行健康教育,有助于

提高其口腔健康意识,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改
善其口腔健康状况,对于全面提高我国全民口腔健

康能力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摇 表 3摇 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健康知识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n = 801)

自变量 B SE Wald字2 P OR 95% CI

常量 1. 362 0. 329 17. 154 < 0. 01 3. 906 —

性别 0. 796 0. 173 21. 100 < 0. 01 2. 217 1. 579 ~ 3. 114

家庭居住地 - 0. 500 0. 172 8. 452 < 0. 01 0. 606 0. 433 ~ 0. 850

年级

摇 大二 0. 619 0. 222 7. 759 < 0. 01 1. 858 1. 201 ~ 2. 872

摇 大三 0. 417 0. 229 3. 317 > 0. 05 1. 518 0. 969 ~ 2. 378

摇 大四 0. 370 0. 273 1. 829 > 0. 05 1. 447 0. 847 ~ 2. 474

专业

摇 临床医学 - 0. 850 0. 269 9. 983 < 0. 01 0. 428 0. 252 ~ 0. 724

摇 中医相关 - 0. 904 0. 293 9. 505 < 0. 01 0. 405 0. 228 ~ 0. 720

摇 医学相关 - 0. 912 0. 279 10. 685 < 0. 01 0. 402 0. 232 ~ 0. 694

摇 非医学 - 0. 734 0. 361 4. 140 < 0. 05 0. 480 0. 237 ~ 0. 973

自评口腔健康状态

摇 有些小疾病 - 1. 732 0. 725 5. 704 < 0. 05 0. 177 0. 043 ~ 0. 733

摇 很不健康 - 0. 335 0. 743 0. 203 > 0. 05 0. 715 0. 167 ~ 3. 070

是否接受过口腔健康教育

摇 偶尔接受 1. 225 0. 744 2. 707 > 0. 05 3. 403 0. 791 ~ 14. 632

摇 从未接受 - 0. 847 0. 743 1. 298 > 0. 05 0. 429 0. 100 ~ 1. 840

摇 表 4摇 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保健态度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n = 801)

自变量 B SE Wald字2 P OR 95% CI

常量 0. 344 0. 247 1. 938 > 0. 05 1. 410 —

性别 0. 599 0. 160 14. 009 < 0. 01 1. 820 1. 330 ~ 2. 490

家庭居住地 - 0. 335 0. 169 3. 923 < 0. 05 0. 716 0. 514 ~ 0. 997

年级

摇 大二 0. 490 0. 205 5. 699 < 0. 05 1. 632 1. 092 ~ 2. 440

摇 大三 0. 738 0. 214 11. 901 < 0. 01 2. 092 1. 375 ~ 3. 182

摇 大四 0. 111 0. 252 0. 195 > 0. 05 1. 117 0. 682 ~ 1. 830

自评口腔健康状态

摇 有些小疾病 - 1. 708 0. 718 5. 656 < 0. 05 0. 181 0. 044 ~ 0. 741

摇 很不健康 - 0. 036 0. 740 0. 002 > 0. 05 0. 964 0. 226 ~ 4. 112

是否接受过口腔健康教育

摇 偶尔接受 1. 584 0. 735 4. 646 < 0. 05 4. 872 1. 155 ~ 20. 563

摇 从未接受 - 0. 761 0. 736 1. 067 > 0. 05 0. 467 0. 110 ~ 1.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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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5摇 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卫生行为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n = 801)

自变量 B SE Wald P OR 95% CI

常量 - 0. 036 0. 326 0. 012 > 0. 05 0. 964 —

性别 1. 227 0. 302 16. 540 < 0. 01 3. 411 1. 888 ~ 6. 162

家庭居住地 - 0. 700 0. 255 7. 535 < 0. 01 0. 497 0. 301 ~ 0. 819

专业

摇 临床医学 - 1. 398 0. 349 16. 066 < 0. 01 0. 247 0. 125 ~ 0. 490

摇 中医相关 - 2. 034 0. 413 24. 221 < 0. 01 0. 131 0. 058 ~ 0. 294

摇 医学相关 - 1. 526 0. 667 5. 230 < 0. 05 0. 218 0. 059 ~ 0. 804

摇 非医学 - 1. 097 0. 334 10. 822 < 0. 01 0. 334 0. 174 ~ 0. 642

自评口腔健康状态

摇 有些小疾病 - 1. 839 0. 263 48. 696 < 0. 01 0. 159 0. 095 ~ 0. 267

摇 很不健康 - 2. 208 0. 473 21. 763 < 0. 01 0. 110 0. 043 ~ 0. 278

3. 2摇 医学院校大学生口腔健康知信行水平有待进

一步提升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

生的口腔健康知识的总知晓率(66. 09% )与口腔保

健积极态度总持有率(70. 37% )均处于中等偏上

水平;而 口 腔 卫 生 行 为 形 成 率 处 于 较 低 水 平

(44. 6% ),不甚理想。 此结果高于史会萍等[11 - 13]

在医学院校的调查结果,低于张颖等[14 - 15]的调查结

果,分析原因可能与各自研究的调查方法、纳入调查

对象的地域、年级、专业、问卷的内容与评分标准等

方面存在差异有一定关系;但是本研究结果均高于

陈法等[6,16 - 21]在综合性大学的调查结果。
本研究中女生的口腔健康素养优于男生,其在

口腔健康知识、态度及行为得分均显著高于男生,此
结果与张翻弟等[13,17] 的部分研究结果一致。 这可

能与男生自我保健意识较弱,对于自身健康的重视

度不够有关。 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性
别是大学生口腔健康知识、口腔保健态度及口腔卫

生行为习惯的主要影响因素。 这也提示我们,男性

大学生对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及口腔保健意识仍有

待提高,应加强对男生的口腔健康教育。
城镇学生的口腔健康知识、态度及行为得分均

显著高于农村学生,与刘文颖等[17 - 19]多数学者的结

论相符。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居住地是

大学生口腔健康知识、口腔保健态度及口腔卫生行

为习惯的主要影响因素。 与农村学生相比,城镇学

生拥有相对优越的医疗服务资源、家庭经济收入较

高、家长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的健康行为与健康

意识随之而较强。 由此可见,农村来源的大学生是

口腔健康教育重点关注的对象。 口腔健康知识、态
度及行为得分并没有随着年级的增高而明显增加,

但是,各年级之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级对口腔

健康知识及口腔保健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却未显示

对口腔卫生行为有明显影响。 与刘文颖等[17,22 - 23]

研究结果存在差异,究其原因,可能与本次调查的

3 所医学院校大学生的口腔保健意识淡薄、学校层

面的健康教育不到位有关,也可能与本次调查的样

本量不足、被调查学生存在回忆偏倚有一定关系,下
一步我们将扩大调查范围和样本量。

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的口腔健康 KAP 得分均显

著高于其他专业学生。 由此可见,口腔医学专业学

生的口腔健康素养相对较高,与夏雪华等[5,23] 的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 这是由于口腔医学专业的学生,
尤其是大三、大四学生接受了口腔医学专业课程的

系统学习与临床见习,使得该专业学生的口腔健康

知识与行为能力高于其他专业的学生。 而非医学专

业学生的口腔健康知识、态度、行为水平处于均呈最

低水平,与国内其他学者[5,23]的调查结果相符,主要

与医学知识,尤其是口腔医学知识的匮乏有关。 进

一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专业是口腔健康知

识及口腔卫生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 因此,在当前

口腔健康教育师资队伍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可以尝

试将口腔专业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纳入口腔健

康教育师资培训计划,其可在普及口腔健康知识与

行为、优化口腔健康管理,提升我国居民的口腔健康

能力行动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在自评口腔健康状态中,自评口腔很健康学生

的 KAP 得分最高,而自评很不健康学生的得分最

低。 在是否接受过口腔健康教育调查中,经常接受

口腔健康教育学生的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均高于从

未接受过口腔健康教育学生。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证实,自评口腔健康状态与是否接受过口腔健康教

育均是大学生口腔健康知识、口腔保健态度及口腔

卫生行为习惯的主要影响因素。 由此可见,良好的

口腔健康知信行水平可以有效改善口腔健康状况,
而口腔健康教育又可以有效提升口腔健康知信行水

平,因此,有效实施健康教育可在提升大学生口腔健

康素养,改善口腔健康状况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表明,口腔健康知识、态

度、行为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三者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符合 KAP 理论模式,也就是说,掌握丰富

的口腔健康知识,有助于提高口腔保健意识,树立正

确的口腔健康理念,养成有益于口腔健康的卫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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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习惯。 因此,各高校应积极开展口腔健康教育,普
及口腔健康知识,努力提升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

口腔健康素养水平,而且,在针对医学院校大学生制

定口腔健康教育计划时,尤其要关注其口腔健康行

为能力的提升。
3. 3摇 亟需加强医学院校大学生的口腔健康教育工

作摇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预防医学内涵与范

畴的不断延伸与扩展,作为口腔预防医学重要组织

部分的口腔健康教育与口腔健康促进工作随之也在

全球迅速发展,并已渗透到口腔医学的各个领域,在
提高人们口腔健康水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高校

是大学生预防口腔疾病、增进口腔健康的最基本场

所。 高校口腔健康教育与口腔健康促进工作,不仅

可以营造有利于大学生口腔健康的校园环境,而且

可以有效提高这一群体对口腔健康的认知程度以及

对口腔疾病的预防意识,培养其养成良好的口腔行

为习惯,预防和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有利于口腔疾

患的一级预防[24 - 26]。 然而,获取口腔保健知识途径

的调查结果表明,通过报纸 /杂志获取的为53. 93% 、
电视 /广播 /网络等媒体为 52. 31% 、知识宣传手册

为 51. 94% 、家人 /朋友为 39. 20% ,而通过口腔健康

教育讲座的仅为 30. 21% ,由此可见,医学院校的口

腔健康工作亟需进一步加强与完善,不能仅仅拘泥

于“全国爱牙日冶等健康主题宣传日,而应趋于常态

化,通过将口腔健康教育集中宣传与日常宣传相结

合、口腔健康教育专题讲座与口腔健康教育选修课

相结合,方可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口腔健康素养水平。
综上所述,合肥市医学院校大学生的口腔健康

知识、态度水平尚可,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而口腔卫

生行为情况较差,令人堪忧。 亟需有计划、有组织、
有目的、有成效、多渠道、全覆盖地在医学院校内开

展口腔健康教育,普及口腔健康科普知识、帮助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口腔健康管理观念,促进良好口腔卫

生行为习惯的养成,全面提升医学院校大学生的口

腔健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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