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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宝宝戴着矫正器很不舒服，梅女
士心疼不已，缩短了佩戴时间。一个月
后复查结果显示，没有一点效果。医生
见状，便要求孩子必须一天24小时佩戴
矫正器，并解释说“刚开始戴，吃东西肯
定会痛，会有些困难，适应了就好了”，同
时建议先佩戴矫正器半年，每个月复诊
一次。

某口腔诊所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早期矫治可以预防孩子变成骨性包天，
帮助面部正常成长，一般来说3至5岁
就可以进行治疗，而且效果比较好。如
果是先天性反颌，孩子在6至8岁和12
至 17 岁还要继续进行两个周期的治
疗。”

那么，两三岁的孩子到底能否进行
口腔正畸？低龄幼儿进行口腔正畸是否
安全呢？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徐宝华
结合国外调查结果研究发现，儿童在8
至10岁时，上颌骨发育最活跃，是做前
方牵引治疗骨性反颌的最佳时机，此时
矫正事半功倍。

也有医生认为，对于不良习惯以及
发育性畸形，如小下巴、面部左右不对
称、严重的龅牙和严重的牙齿拥挤不齐、
面部肌肉功能异常，这些均影响面部骨
骼的正常发育和口腔功能，只要孩子配
合，越早矫正效果越好，但一般还是要在
3岁之后。

安徽省宿州市王标口腔门诊口腔正
畸科医生王林向记者介绍，口腔问题因
患者个体差异、症状不同而异，牙齿矫正
的时间往往在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家
长应当从小定期带孩子做口腔检查，或
者在发觉孩子牙齿生长有问题时及时向
医生了解情况和最佳治疗时机。过早矫
正可能会直接影响乳牙的发育、恒牙的
替换，过晚矫正可能导致面部明显畸形，
影响口腔功能和健康。

“如果孩子的牙齿只是轻微错颌，一
般而言没太大影响，让其自然生长就会
变得正常。如果孩子是因为不良习惯，
比如咬笔头、啃手指甲等导致牙齿错颌，
家长需要纠正并监督孩子改掉这些不良
习惯；如果难以改变习惯，一般建议家长
选择功能性矫正进行早期预防性矫正。”
王林说，这种功能性矫正不会采用钢丝
牙套，能减少对儿童牙齿的损伤。

3岁孩子被要求每天戴牙套24小时

小朋友“整牙热”该降降温了！
发现宝宝有些“地包天”，福建福州居民梅女

士在当地一家连锁口腔诊所矫正科医生的建议
下，给3岁的孩子戴上了活动矫正器。

随着口腔正畸风靡一时，梅女士此举并不奇
怪。记者近日咨询了北京、天津等地6家连锁口
腔诊所得知，为两三岁孩童咨询和做口腔正畸的
家长近年来越来越多，幼童矫治疗程报价一般在
3500元至六七千元，如果治疗周期长并采用隐
形矫正器等，所需费用可能达数万元。有的口腔
诊所甚至建议一岁半的儿童佩戴矫正器。

这一现象背后，是家长的“颜值焦虑”和商家
的营销话术。比如，有的商家宣称，牙颌畸形越
早治疗，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越低，效果好、不
复发。

事实果真如此吗？儿童牙齿正畸过早矫正
会产生哪些影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
访。

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口腔
正畸低龄化趋势日盛，一些资质有问题、
涉嫌虚假宣传的口腔诊所很可能成为儿
童正畸时选择的机构，如此将会给儿童带
来极大风险。

“目前市面上的商业性儿童口腔机
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商家为了吸引客
户，刻意制造焦虑，拿越早矫治越好的营
销话术来误导家长，不仅导致牙齿矫正日
益低龄化，还导致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屡
屡出现。”邓利强说。

那么，如何给过度低龄化的口腔市场
降温？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岳向
记者介绍，儿童正畸的低龄化和之前国家
整顿的生长激素滥用问题类似，这两类医
疗乱象的本质都是过度医疗，即违反诊疗
规范对患者实施不必要的治疗行为。

“对于过度医疗行为，一方面要对违
法者进行相应惩戒；另一方面，医疗行业
协会有关专家要对这种医疗乱象及时反
馈，通过社会传媒进行正面反映和宣教，
让公众意识到过早或过度对儿童进行正
畸治疗，可能对孩子产生副作用和不利后
果。”王岳说。

2021年8月1日，中华口腔医学会发
布声明称，强烈反对和抵制无医疗资质的
人员从事口腔美容活动，明确指出对牙齿
的处置属于医疗行为，不存在“非医疗美
牙”的概念，直指口腔美容的合规性，引起
广泛关注。

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开展
2022年度全国民营医院专项巡查行动的
通知》，要求自2022年3月起，组织开展
为期 1年的全国民营医院专项巡查行
动。江苏省也出台了《商业广告代言行为
监管执法指南》，禁止以“种草”变相发布
广告。

邓利强认为，医疗机构应该遵循医疗
标准和规范，将患者的健康利益放在首
位，严格遵守科学治疗原则。对于部分虚
假宣传、兜售“牙齿矫正焦虑”、侵害消费
者权益的商家，监管部门应采取严厉措施
予以整顿，打击社交媒体上的虚假文案，
督促医疗机构规范经营，禁止违规操作。
可以探索制定儿童牙齿矫正治疗标准，厘
定适合矫治的年龄段，除非特殊情况，严
禁违规实施牙齿矫正治疗手术。

（法治日报）

天津市河东区居民李女士有一个正在上小学二年
级的女儿。今年4月，李女士发现孩子所在班级有不少
学生都戴着牙套，便琢磨着给女儿也买个矫正器让她

“变美”。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家长关注牙齿正畸的动

力不仅是让口腔更健康，还会考虑美观。在“颜值经
济”的影响下，再加上各类App内种草笔记、商家宣传
等，容貌焦虑已经“卷”到了牙齿上，一口整齐的大白牙
成了当下高颜值的标配。

一些商家抓住家长的这种心理，鼓吹“牙颌畸形越
早治疗，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越低”“基本不复发”

“长得好看才会被人喜欢”等。
在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华卫律师事务

所副主任邓利强看来，商家的这些营销话术是导致口
腔正畸市场过度低龄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儿童的心智尚未成熟，如果过度追求所谓的
‘美’，未来可能会形成畸形审美观，这不利于孩子的成
长。另外，考虑到对幼儿的人道关怀和正畸过程可能
对幼儿产生的心理影响，也不倡导一味进行过早矫
治。”邓利强说。

此外，王林提醒，牙齿正畸和整形是两码事，正畸
是医疗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矫正后，一个人的
面部形态往往会得到改善，正面和侧面、下巴线条等较
之前可能都有所不同。

据艾媒网数据，过去5年，中国口腔医疗行业市场
规模年均增长率为16%，至2020年，市场规模已超过
一千亿元，预计到2035年，口腔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1
万亿元。

但在口腔医疗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目前国内牙
齿正畸市场上的专业正畸医生数量非常稀少，缺口极
大。有统计表明，中国约有277500名全科牙医与6100
名正畸医生，相当于每10万人中仅有19.5名全科牙医
及0.4名正畸医生，显著低于口腔医学较为发达的国
家。

记者采访发现，口腔正畸市场中还存在机构虚假
宣传、低价诱导消费等问题。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发表“想要为孩子进行口腔正
畸”的评论后，很快便收到某口腔诊所客服助理免费矫
正牙齿的私信，称凡是有牙齿不齐、龅牙、“地包天”、牙
齿稀疏等问题，都可以来店参加免费体验矫正方案活
动，包含口腔全景侧位拍片和口腔CT，数字化口扫分
析，提前预知矫正后效果，还有正畸专家一对一面诊。

但记者进一步咨询后得知，需要通过分期付款才
能参加这项活动。还有多位网友在第三方监督平台投
诉称，该诊所还有很多没听过的项目需要收费。

在一些社交平台，记者发现还有些机构通过招募
流量博主宣传推广隐形牙套产品，发布使用体验和正
面评价来吸引顾客。其中一些博主发布的图文内容最
后被证实是根据宣传文案虚假编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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