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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疗行业为何乱象频
出？

在郑中臣看来，口腔医疗行
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部分口腔
医疗工作者缺乏职业道德教育，
一些医疗机构为了追求利润，忽
视了医疗伦理和患者的实际需
要，导致过度治疗或不当治疗；口
腔医疗的监管相对薄弱，导致一
些违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发现和
制止。

“此外，一些老年患者缺乏专
业的医疗知识，难以对治疗方案
的科学性和必要性进行判断，口
腔机构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来推
动更多利润高的服务。还有一些
人对口腔健康的重要性认识不
足，容易轻信虚假宣传，接受不必
要的治疗。”郑中臣说。

在他看来，治理这些乱象，需
要完善医保政策，适当扩大医保
对口腔医疗部分的覆盖，通过政
策引导，促使医疗机构更加注重

治疗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需要相
关部门加强对口腔医疗行业的监
管，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同时要严格审查口腔机构的市场
宣传内容，防止虚假宣传误导消
费者。

“提高透明度，要求口腔机
构公开治疗方案、费用和可能的
风险，让患者能够作出知情的决
策也刻不容缓。”郑中臣建议，通
过多种渠道普及口腔健康知识，
提高公众对口腔健康的认识，增
强其判断力。

邓利强认为，应鼓励口腔医
疗行业自律，口腔医疗协会要加
强对医生的职业道德培训，提升
医疗机构公信力。行政机关应当
加强监管，认真对待每一例投
诉，让医生的行为回归医疗。患
者应当多听多问，货比三家，增
强自己的口腔健康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

有业内人士指出，提高老年

人群口腔健康照护水平、提升老
年人群口腔健康状况、降低口腔
健康对全身健康的影响，是非常
必要且紧迫的课题。应将口腔健
康教育深度融入现有老年健康服
务体系，制定更全面、有效的口腔
健康照护方案，包括口腔健康教
育、口腔疾病预防措施和口腔健
康照护等方面。同时可积极探索
科技赋能老年人群口腔健康照护
新模式，通过口腔照护机器人研
发等方式，减少人力投入、提升效
果、提高效率。

在采访过程中，一些老年人也
表达了他们对于拥有一口好牙、减
少“老掉牙”痛楚的期待：“我们来
回走动不方便，如果社区能够定期
开展口腔健康讲座和义诊活动，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口腔健康方
面的知识就好了”“希望能有更多
的医保政策覆盖到口腔治疗领
域，减轻我们的经济负担”……

（法治日报）

坏了一颗牙，竟一次被拔29颗牙?

“坑老”的口腔医疗乱象令人忧
近日，浙江省永康市一网友反映，其父亲在当地某口腔医院一次

性拔除23颗牙齿，并在同日种植12颗牙齿。随后疼痛不止，13天后
心搏骤停死亡。当地卫健部门工作人员称，由于拔牙和死亡时间
相隔13天，具体的原因还在查。

该事件引发网友热议，记者展开调查采访。
北京市某口腔医院的刘医生曾接触过这样一名老年患

者：就诊时上来就说自己牙疼得厉害，要全部拔掉。拍片后
发现，老人全口29颗牙齿，20多颗都被打开了做神经治疗，
已经治了3年。当时，接诊医生明确告诉老人，拔一颗牙就
行，其他牙齿经系统治疗后还可以用。可过了一段时间，接
诊医生再次见到那名老年人时，发现她的牙齿已经全部被拔
掉了，人也瘦得完全脱了相。一问得知，她是回老家时去一家口
腔诊所拔掉的，装了全口假牙后身体一直不舒服、食欲不振，现在
后悔不已。

“那可是20多颗牙周很健康、很结实的天然牙，多少人在这个年龄
段想拥有这么好的牙周条件还做不到呢。给她拔牙的医生怎么能纵
容、配合不知情的患者说拔就拔呢？”刘医生对这位“同行”的做法难以
苟同。

牙齿问题影响健康
治疗机构夸下海口

家住湖南省邵阳市的王先生今年66岁，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牙齿松动得厉害，已经
连续掉了3颗。他曾去民营口腔机构咨询过
缺牙修复治疗，但因价格过高放弃了，“其他牙
齿还能用，就是发炎时痛起来要人命”。

像王先生这样受到口腔疾病困扰的老
年人不在少数。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
果显示，老年人缺牙问题严重，人均缺失牙
齿7.5颗，只有18.3%的人牙列完整；在65岁
至74岁老年人中，牙周健康率仅为9.3%，恒
牙患龋率达98%。

据广东省某三甲医院口腔科一名谢姓
医生介绍，在其科室接诊的老年人中，最常
见的是牙龈出血、口腔异味、牙齿松动无力，
这些问题大多由牙周炎引起。“一些老年人
缺乏健康意识，口腔卫生情况欠佳。同时，
牙体的缺损和磨耗也是老年人群体常见的
口腔问题。”

记者随机采访北京多名患有牙周炎的
老年人发现，他们大多认为“牙周发炎，吃点
药就没事了”。但在口腔医生看来，牙周炎
易反复发作，损害牙周的健康，会导致牙齿
松动脱落。

刘医生告诉记者，牙周病相关致病菌可
能侵入主动脉和心脏内皮细胞使心脏受累，
如果吸入肺部则可能引起吸入性肺炎、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和下呼吸道感染。

“还有一个普遍的误解是，许多老年人
认为年纪大了自然就会缺牙，这是正常的老
化现象。他们往往因为怕麻烦，而未及时进
行牙齿修复或种植。”刘医生说，牙齿缺失不
仅损害外观，影响发音，还会影响咀嚼功能，
长此以往可能干扰正常的消化和营养吸收
过程，加速相邻牙齿的松动脱落，形成恶性
循环。如果丧失咀嚼功能，咀嚼动作对大脑
的良性刺激消失，还容易让老年人患阿尔茨
海默病。

业内人士介绍，拔除无法保留的牙齿，
及时修复缺失牙，是老年人保持口腔健康的
重要手段。

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之下，一些口腔机构
看到了商机，纷纷打出各种广告吸引老年人
种牙，如“国际口腔技术”“私人定制服务”

“长久稳固、快速便捷”“活力亲骨、仿生自
然”等。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部分口腔机构在
宣传时夸下海口，宣称“全口拔牙”“七天快
速矫正”“单颗种植牙10分钟完成，当天种
牙，当天吃饭”等，导致一些老年人不明就里
上了当。

来自河南省鹤壁市的张大爷
今年76岁，多颗牙患有龋齿，他去
口腔机构咨询，医生面诊后说他
的牙齿形状不好看，“如果全部拔
掉，装一副假牙，又好看又不影响
正常进食”。张大爷听信了，不仅
拔掉了龋齿，还把其余完好的牙
齿也拔掉了，花8000多元装了一
副“全口吸附性义齿”。可是效果
并不像医生宣传的那样，即使没
有咀嚼，他也常常感觉牙龈被磨
损，日常吃东西也不太方便。

刘医生告诉记者，在现代口
腔医学中，牙齿能保留就要尽量
保留(某些智齿除外)，只有迫不得
已才会选择拔除，但还是有一些
人选择全口拔牙，甚至有口腔机
构的医生鼓动患者全口拔牙，这
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表现。

记者在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
罚文书网检索发现，2020 年至
2024年上半年，关于口腔机构的
行政处罚文书有1529篇，其中多

数为口腔机构夸大宣传、虚假宣
传、价格欺诈。据不完全统计，今
年上半年，口腔医疗机构涉行政
处罚超过200起，其中多家口腔机
构因违法及擅自发布医疗广告、
对商品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
宣传等原因被处罚。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市多家民
营口腔机构发现，承诺“全口拔
牙、当天种植”的机构不在少数。
而据专业口腔医生介绍，种牙后
一般不能立即使用，前几日多以
吃流食为主，“当天用种植牙吃肉
的说法很不靠谱”。

刘医生告诉记者，当患者出
现牙齿松动、残根残冠无法保留、
需要拔除做全口种植修复的情况
下，可以采取即拔即种的牙齿修
复方式。目前没有针对拔牙数目
的具体规定，一般来说，一次性拔除
的牙齿最多在10多颗，需要诊所及
医生具备一定的资质和水平，也需
要考虑患者的身体承受能力。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
利强认为，一些口腔机构劝患者

“多拔多种”是为了经济利益而非
患者实际需要所进行的过度医
疗，若行为属实，患者可以按照实
际损害和经济损失主张赔偿。

北京市律通律师事务所主任
郑中臣长期关注医疗领域，他分
析，口腔机构虚假宣传或欺诈行为
涉及多个方面的法律问题：根据反
不正当竞争法，口腔机构若进行虚
假宣传，误导消费者，将面临相应
的行政处罚；根据广告法，如果口
腔机构在广告中夸大治疗效果、虚
假宣传医疗技术或者医生资质等，
将面临罚款等行政处罚，情节严重
者还可能构成犯罪；根据《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口腔机构利用欺骗
手段取得患者信任，诱使患者接受
不必要的检查、治疗或者使用不必
要的医疗用品，或夸大诊疗效果、
误导患者的，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新华社新华社））

拔牙需要全面评估 多拔多种存在隐患

加大违规处罚力度 完善口腔照护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