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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1 ． 牙齿由哪些部分组成?
( 1) 牙釉质。它是由无数密集的釉柱和少量柱间

质组合而成，是人体中最硬的组织，覆盖在牙冠表

面，呈乳白色、略透明、质坚硬，能耐受强大的嚼

力。其组成中，无机盐约占 96%，其中主要成分是磷

酸钙、碳酸钙等，有机物成分仅占很少量。

( 2) 牙本质。它是构成牙齿的主体部分，由基质

和牙本质小管组成，牙本质小管中有来自造牙本质细

胞的细胞突，借此以进行营养代谢，牙本质钙化程度

和硬度比牙釉质稍低，色淡黄，不透明。其组成中，

无机盐类约 70%，主要为羟磷灰石，磷酸钙等，有机

物约占 30%，主要是胶原蛋白。

( 3) 牙骨质。它是包绕在牙根表面的一薄层骨样

组织。其营养主要来自牙周膜，并借牙周膜纤维与牙

槽骨紧密相接。由于牙根部炎症的激惹，牙骨质可以

发生吸收或增生，甚至与周围骨组织呈骨性粘连。

( 4) 牙髓。牙髓组织位于牙齿内部的牙髓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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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髓腔的外形与牙体形态大致相似，牙冠部髓腔较

大，称髓室; 牙根部髓腔较细小，称根管; 根尖部有

小孔，称根尖孔。牙髓组织主要包含神经、血管、淋

巴和结缔组织，还有排列在牙髓外周的造牙本质细

胞，其作用是造牙本质。当牙冠某一部位有龋或其他

病损时，可在相应的髓腔内壁形成一层牙本质，称为

修复性牙本质，以补偿该部的牙冠厚度，即为牙髓的

保护性反应。

2 ． 牙齿的生理功能有哪些?
( 1) 咀嚼功能。牙齿是咀嚼的主要器官，它将食

物进行切割、撕裂、捣碎和磨细，同时通过咀嚼可刺

激颌面的正常发育，也增进牙周组织的健康，并反射

性地引起胃肠蠕动，使消化系统处于活跃状态。

( 2) 发音和语言功能。牙的位置限定了发音时舌

头的活动范围，以及舌、唇、牙之间的位置关系，直

接影响着发音的准确性与言语的清晰程度。口腔中

舌，软、硬腭，上、下唇，牙齿，这些都对语言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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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的关系。当这些部位出现缺损畸形时，则发音

将受到一定障碍。如前牙缺失时，舌齿音“d”、“t”，

双唇音“b”、“p”，唇齿音 “f”、“v”，齿音 “s”等

发音均受到很大影响。

( 3) 保持面部的正常形态。牙弓内的牙齿紧密连

接成为整体，互相支持，同时上下牙弓有正常的咬合

关系。而使唇颊部丰满，肌肉张力协调，面部表情自

然。若牙缺失较多，则唇颊部软组织因失去支持而显

塌陷，面部皱纹增加，显得苍老。牙弓及咬合关系异

常者，面形也受到影响。

3 ． 乳牙和恒牙什么时候开始长?
幼儿 6 个月左右开始萌出乳牙; 2 ～ 3 岁时，乳牙

全部萌出，共 20 颗; 6 岁左右开始长出恒牙，脱换乳

牙; 12 ～ 13 岁时，乳牙脱换完毕，恒牙共长出 28 颗。

一般从 17 岁后开始长出第三磨牙 ( 又称智齿) ，也有

的人终生不长智齿，或只长一两个智齿，因此成人恒

牙数目可以是 28 ～ 32 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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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牙一般比恒牙小，形态上乳磨牙颈部宽而面略

小，恒磨牙面宽而颈部略小，乳切牙冠部一般比恒切

牙冠部短小且窄。在乳恒牙交换时间，应注意两者的

鉴别，避免误诊。

4 ． 牙周组织包括哪些组成部分?
牙周组织包括牙龈、牙周膜、牙槽骨三部分，其

主要功能是保护和支持牙齿，使其固位于牙槽窝内，

承担咀嚼力量。

( 1) 牙龈。牙龈是附着在牙颈和牙槽突部分的黏

膜组织，呈粉红色，有光泽，质坚韧; 牙龈边缘称为

龈缘，正常呈月牙形; 龈缘与牙颈之间的小沟称龈

沟，正常龈沟深约 1 ～ 2 毫米; 两邻牙之间的牙龈突

起称龈乳突。

( 2) 牙周膜。牙周膜由致密结缔组织所构成。多

数纤维排列成束，纤维的一端埋于牙骨质内，另一端

则埋于牙槽窝骨壁里，使牙齿固位于牙槽窝内。牙周

膜内有神经、血管、淋巴和上皮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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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牙槽骨。牙槽骨是颌骨包绕牙根的部分，借

牙周膜与牙根紧密相连。牙根所在的骨窝称牙槽窝，

牙槽骨和牙周膜都有支持和固定牙齿的作用。

5 ． 怎样治疗婴儿 “马牙”?
婴儿出生后不久，其上下牙床黏膜可出现一圆形

较硬的白色珠状物，俗称 “马牙”，医学上称为上皮

珠。此种现象一般并无病症，婴儿照常吮乳。但有时

也因白珠较硬，吮乳时刺激孩子黏膜，引起孩子疼

痛、哭闹，便咬起了奶头。此时可到医院找医生或用

消毒针挑破马牙，放出乳白色物质，症状即消失。但

千万不要用不洁之物擦拭，因孩子口腔黏膜较细嫩，

抵抗力低，擦伤后易引起感染，严重者甚至可引起败

血症，威胁婴儿生命。

6 ． 怎样防治孩子牙釉质发育不良?
孩子牙釉质发育不良，多是因牙齿发育期间患严

重的全身性疾病、营养障碍或局部感染等形成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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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质的发育钙化受到障碍而遗留下永久性缺陷。常见

的全身性因素有婴幼儿高热疾病，如肺炎、麻疹、猩

红热等; 严重的消化不良，如维生素 A、D 和钙、磷

等缺乏等; 母亲在妊娠期间患风疹、毒血症等，都可

影响孩子颌骨中乳牙和第一恒磨牙的发育。常见的局

部因素有乳牙根尖部感染、外伤等，可直接影响其下

方相应的恒牙牙胚的发育。

孩子牙釉质发育不良，轻者，牙面形成暗白色不

透明的粉笔样白垩状釉质; 重者，牙有实质性缺损，

即在牙釉质表面出现带状或窝状的棕色凹陷，表面粗

糙，釉质呈多数不规则的小结节和凹陷，如桑葚状。

釉质发育不良的牙齿，是在颌骨内发育钙化期间

留下的缺陷，而在萌出后才被发现，并非出现时机体

健康情况的反映，所以再补充营养已无济于事，重要

的是注意妇幼保健。对釉质发育不良的牙齿，可进行

防龋处理，如用氟化物牙膏等，个别严重的可进行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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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奶粉喂养婴儿是否容易形成蛀牙?
蛀牙和多吃砂糖有很大关系，其联系相当明显。

虽然，现在制造奶粉时早就停止加入砂糖而用乳糖代

替，但蛀牙的情形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因此，做母亲

的一定要懂得预防蛀牙的知识。对于蛀牙的预防，一

定要注意口腔清洁。由于孩子自己不懂得刷牙，所以

母亲应该时常用干净的脱脂棉花抹婴儿的牙，包括齿

和牙床，以限制砂糖的摄取等。重要的一点是在临睡

前不要给婴儿吃含有乳糖和砂糖的饮料，因为这些饮

料长时间留在口腔内会造成口腔不洁而引起蛀牙。

本来，婴儿的牙齿是不易腐坏的，但是，有的婴

儿的牙齿长出来时珐琅质构造不佳，牙面会出现许多

小孔。因此，最好能常常检查一下孩子的牙齿，若见

到有小孔，就该立即带他去找牙医修补。

腐坏的牙齿可能会引起身体上许多部位的疾病，

因为这些牙齿很易成为繁殖病菌的地方，这些病菌有

被吸收到血液里去的可能，其牙床得不到运动，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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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得不到良好的发育。在这种情况下，病菌也会传

到心、肾或别的器官，使它们受到极大的伤害。同时

乳齿之后长出来的永久齿 ( 恒牙) ，也可能由此而受

到感染。

8 ． 为什么孩子会流口水?
口水，医学称唾液，由口腔内 3 对唾液腺分泌。

唾液中有许多消化酶，对消化食物有很大帮助。当新

生儿的唾液腺还没有充分发育时，唾液量就少。5 ～ 6

个月开始，腺体开始发育，同时也增加了辅食，乳牙

萌出时，会促使唾液分泌增加。由于口腔容积小，吞

咽调节功能差，往往来不及吞咽，唾液便流到口外。

随着年龄增长，此现象会逐渐消失。但每当长出新的

乳牙时，由于刺激唾液腺，分泌量暂时增加，以上都

是正常现象。

孩子患有某些疾病时，如各种原因导致的口腔

炎、舌炎、咽炎、扁桃体炎，也会出现流口水的现

象，疾病痊愈后，便不再流口水。孩子持久的流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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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见于脑部疾病，如先天性脑发育不全、脑炎或脑

膜炎后遗症等，这是因为脑部有了病变，调节吞咽口

水的功能就差。

孩子长期或短期流口水，就会使两侧口角糜烂。

下颌部皮肤经常浸渍着口水，皮肤发红，就会形成湿

疹或表皮破损溃烂。为避免细菌感染，应使皮肤保持

干燥，必要时带围涎布。

9 ． 为什么孩子有夜间 “磨牙” 的
现象?

孩子夜间磨牙，是指孩子睡着后出现不自主的咀

嚼动作。孩子长期夜间磨牙，容易造成牙齿磨损等疾

患，而且还会妨碍他人休息。

人们平时进食，上下牙齿互相咬合研磨食物，有

唾液湿润牙齿，牙齿就不容易受磨损。孩子夜间入睡

后口内唾液减少，上下磨牙直接产生磨擦，就容易损

伤牙组织。

孩子夜间磨牙的原因有下列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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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全身性因素。俗话说 “睡眠磨牙，肚里有

虫”，有一定道理，因为口腔是消化道的一部分。当

胃肠功能紊乱或有蛔虫症时，体内的某些刺激会唤醒

正在和大脑皮层一起休息的管理运动的部分神经，引

起下颌不自主运动而磨牙。如蛔虫的成虫寄生在孩子

的小肠中，它以肠腔内半消化的食物为营养，可产生

许多毒素，如过敏毒素、神经毒素等，被人体肠管吸

收后或在体内刺激肠管均可引起孩子磨牙。

( 2 ) 各种原因所致的发热、消化不良、鼻腔疾

患等。

( 3) 口腔局部因素。夜间梦游、遗尿的孩子，大

脑处于部分唤醒状态，便可发生睡眠紊乱。孩子睡前

饮食过多，睡眠后胃内还在消化食物，大脑未完全休

息，就会由于条件反射引起磨牙。口腔科医生常提到

的咬合功能异常，也是孩子夜间磨牙的主要原因。例

如正常咬合是上下牙均匀地接触，如果咬合功能异

常，就首先出现有一个牙早接触，这个牙的牙周膜就

会因负担过重而受创伤。这就是夜间磨牙的局部原

因。长期磨牙亦可发生咬合关系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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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精神神经因素。孩子白天玩耍疲劳过度，精

神紧张，学习负担过重，体力消耗过大，受惊吓，生

气等，均可造成夜间磨牙。

对孩子夜间磨牙，家长不必忧虑和紧张，首先要

适当安排患儿生活，不要使孩子过度疲劳和紧张。如

果怀疑孩子有蛔虫症，可去医院检查大便中有无蛔虫

卵，如有，应尽早在医生指导下驱虫。如果采取上述

措施效果不显著，为防止孩子牙齿进一步受损伤，可

领孩子去口腔科检查，必要时可采用牙垫矫治法矫

治，即制作一垫，睡前套在孩子牙上，慢慢即可

纠正。

10 ． 儿童夜间牙痛怎么办?
在夜间发生的剧烈牙痛通常是急性牙髓炎的典型

表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到口腔专科

医院急诊室作开髓治疗，可以有效地缓解症状并控制

炎症的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条件到医院治疗，可用

消毒小棉球沾些市面上出售的牙痛水等药物，置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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