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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明年可獲200元資助洗牙
年齡須介乎13至17歲 料年約37萬人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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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口腔健康行動計劃
「做闊做淺」策略

●在個別地區康健中心/地區康健站試行
服務，提供風險評估及口腔衞生指導

●為0歲至6歲學前兒童增設預防性牙
科服務，提供定期口腔檢查及護理指
導

●推出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
透過政府資助及市民共付形式，引導
13歲至17歲青少年建立定期接受口
腔檢查的良好習慣

●成年人方面，鼓勵提供牙科福利的僱
主在現有牙科福利計劃中，推動僱員
定期接受口腔檢查；鼓勵牙科業界制
訂適合不同年齡層市民的口腔檢查服
務必要項目

●鼓勵長者善用醫療券接受牙科檢查

「做窄做深」策略

●明年內推出社區牙科支援計劃，為有
經濟困難的弱勢社群，包括有經濟困
難長者提供牙科服務

●12月30日推出牙科街症網上登記系
統，並考慮引入資格審查，聚焦幫助
有經濟困難的人

●持續擴展特殊護理牙科服務，進一步
覆蓋其他殘疾或特殊需要群組，並加
強醫院牙科相關服務及提供更多培訓

資料來源：衞生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僖

衞生署表示，工作小組認為市民口腔健康狀況處於相對良好
水平，但仍面對牙患和失去牙齒風險，要加強預防。雖然

政府多年來大幅增加投放於各項直接提供或資助牙科服務的資
源，上年度相關開支近13億元，惟資源的使用「重治療、輕預
防」，未有通盤考慮成本效益。

口腔健康「重預防、早發現、早治療」
工作小組建議，政府應積極發展以預防為重的基層口腔健康
護理，減少對牙科治療需求，並檢視資源運用的成本效益和可
持續性，以「重預防、早發現、早治療」為目標，建議採用
「做闊做淺、做窄做深」作為未來策略。
「做闊做淺」是廣泛地向不同年齡層市民推廣基層口腔健康

護理，協助建立良好口腔衞生習慣和生活模式，並自覺定期檢
查口腔及評估風險；「做窄做深」是聚焦地為有經濟困難、殘
疾或特殊需要人士和高風險群組，以公營或資助模式提供預防
性和治療性的口腔健康及牙科護理服務。
特區政府已制定相應口腔健康行動計劃，包括於明年首季推
出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13歲至17歲青少年可獲政府
資助使用私營牙科機構的評估、洗牙等部分服務，政府會資助
200元，家長需支付「共付額」建議為200元。私營牙科機構可自
訂收費，但須公開透明。先導計劃可銜接現時的小學學童牙科
保健服務，預計每年約37萬名青少年受惠。

獲醫管局豁免醫療費者增補牙資助
另一項「社區牙科支援計劃」，除牙科檢查、脫牙和止痛藥
物外，還新加補牙服務，合資格人士包括已獲醫管局豁免全部
醫療費用的人，政府會資助全數費用；已獲豁免部分醫療費用
的人、65歲至74歲的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社工轉介的有需要
人士等，將獲政府資助逾九成費用，但有關市民每顆牙要支付
50元行政費，這項計劃名額最少4萬個。
牙科街症服務會於本月30日推出網上登記服務，市民尤其是

長者無須再親身深宵排隊取籌（見另稿）。
工作小組主席、醫務衞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表示，政府已預

留足夠資源推行相關計劃，預計未來對牙科護理人員和牙醫人手
需求極大，會密切留意需否增加培訓名額。醫衞局正招聘非本地
培訓牙醫，預計明年首季有首批海外牙醫抵港。
立法會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表示，牙科治療如杜牙根成本
高昂，收費或對一般家庭造成經濟壓力，建議政府考慮為中等
收入家庭必要時提供資助，又認為2026年推出的「社區牙科支
援計劃」僅提出與社福機構合作，建議沿用關愛基金資助有關
項目的做法，邀請私人執業牙醫參與。

香港特區政府衞生署昨日公布口腔健康及牙科護理

工作小組總結報告和相應行動計劃，指根據最新的口

腔健康調查結果，香港巿民口腔健康狀況20年間持續

改善，顯示推行的多項的措施有效改善市民口腔健

康。工作小組建議應將現時口腔健康及牙科護理體系

「重治療、輕預防」的傾向，扭轉為「重預防、早發現、

早治療」。特區政府已制定相應行動計劃，通過「做闊

做淺」策略，廣泛向所有年齡層市民推廣以預防為重的

基層口腔健康護理，並以「做窄做深」策略，聚焦為弱

勢社群提供必需的牙科護理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根據特區政府衞
生署昨日發表的「2021 年口腔健康調查報
告」，香港約三分之一成年人和近半數非居於
院舍長者患有未經治療的蛀牙，蛀牙比率保持
穩定，5歲和12歲組別的蛀牙則見明顯跌幅，
由 2011 年的 50.7%和 22.6%，降至 2021 年的
41.6%和16.3%。在缺牙方面，65歲至74歲非
居於院舍長者無牙比率，從2011年的5.6%顯著
下跌至2021年的0.9%，同期牙齒數目由19.3顆
升至22.8顆。
於2021年11月展開的口腔健康調查，對象約

7,100人，來自5個人口組別，包括5歲兒童、
12歲青少年、35歲至44歲成年人、65歲至74
歲非居於院舍長者，以及65歲或以上日常生活
缺乏自我照顧能力並使用社署長期護理服務的
長者。因應新冠疫情，是次調查的實地工作整

體延遲至去年12月才完成。
調查顯示，5歲兒童每日刷牙兩次或以上比率

增加，由2011年的74.5%升至2021年77.9%。
其他有自我照顧能力人口組別，有逾八成人每
日刷牙兩次或以上，但每天清潔牙縫習慣的人
只佔13.0%至31.6%。
成年人及非居於院舍長者的牙周狀況仍令人
關注。約40%成年人和非居於院舍長者，有一
半或以上的牙齒出現牙齦出血，雖較十年前下
降了約50%。不過，有57%成年人和70%非居
於院舍長者都出現牙周袋，比率較2011年分別
四成成年人及六成非居於院舍長者為高。兩個
年齡組別人士牙周袋通常位於臼齒（後牙），
反映清除牙菌膜技巧未能有效預防牙周病。

近四成5歲童出現蛀壞乳齒

口腔健康調查發現，學前兒童普遍沒有口腔
檢查習慣，高達39.2%的5歲兒童有未經治療的
蛀壞乳齒，且有相當比例的家長錯誤判斷子女
的口腔健康狀況。
另一方面，當小學生合資格參加學童牙科保
健服務並每年接受牙科檢查後，口腔健康有明
顯改善，12歲青少年組別平均只有0.24顆牙齒
曾出現蛀牙，屬極低水平。不過，只有57.3%
成年人及33.4%非居於院舍長者有口腔檢查習
慣，即使有嚴重口腔問題引致疼痛並影響睡
眠，也往往忽視症狀，傾向自行處理不適。
調查又發現，65歲或以上使用長期護理服務

的長者較2011年同一組別人士擁有較多牙齒，
完全沒有牙齒的比例較少。但該組別人士中逾
半數有未經治療的蛀牙，牙齒和假牙清潔情況
亦令人關注。

政府調查：逾四成成年人缺乏口腔檢查習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繼早前具殺傷力危
險的「蘿蔔刀」玩具，近日有社交平台家教群組流傳一
段短片，顯示有人用針筒向一個軟膠迷你嬰兒公仔注
入空氣，令其身體鼓脹出現氣泡，更留言稱這款危險
玩具已流入香港校園。由於針頭尖銳與真針筒無異，
擔心學生不慎將空針刺入身體恐會致命，有學校已就
事件發出通告，提醒師生及家長注意。香港海關提醒
商戶，如果有出售這款玩具應立即下架，並會加強店
舖及網上巡查。
據了解，該款涉及針筒的危險新興玩具，組件包

括一支針筒及一個啫喱質地的軟膠嬰兒公仔，玩法
是將針筒刺入公仔注射空氣，令公仔身體鼓脹起氣
泡，標榜可以減壓，本港有店舖及網上均有出售，
售價只需數元。
這款玩具所附有的針頭工具令家長擔心安全性

問題。近日有家長留言指，該玩具非常危險，更
發現有小朋友帶回學校，已即時去信通知校長，
「如果小朋友不知情，打支空針落第二個人度即
死……」
有小學校長接獲相關信息，雖然暫時未能確認有

這款玩具流入校園問題，但非常關注事件。英華小
學校長陳美娟昨日在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必須
要正視，實在太危險，所以（學校）會出通告，包括
之前太空油事件，現時坊間太多陷阱，要小朋友留
意，看似便宜又輕易購入，（學生）要有分辨能
力。」

醫生：小量空氣注入血管已可致命
有醫生表示，小量空氣注入血管已有致命風險，

當氣泡進入肺靜脈可以完全堵塞，「0.5毫升空氣已

可以心臟停頓。」由於小童很容易模仿成人甚至醫
護人員玩耍，對自己或玩伴也非常危險。雖然要對
準血管注入空氣難度很高，但不能夠排除小童玩耍
時會有這個風險。
海關表示，在接獲舉報後，已即日巡查多區玩具

零售店，暫時未有發現有關玩具，但提醒商戶如果
有出售，應該立即將那款玩具下架。海關會加強店
舖及網上巡查，又重申任何人供應、製造或進口不
安全的玩具或兒童產品，一經定罪，最高判監一年
及罰款10萬元，再次定罪可判監2年及罰款50萬
元。
市民如有懷疑不安全玩具或兒童產品的資料，可

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182 8080，或透過舉報罪案專
用電郵（crimereport@customs.gov.hk）或網上表格
（eform.cefs.gov.hk/form/ced002）舉報。

●片段所見，有人將針筒刺入軟膠
公仔注入空氣，令其身體鼓脹起氣
泡。 短片截圖

衞生署本月底推牙科街症網上登記
香港文匯報訊 衞生署昨日宣布，為進一步便利

市民接受牙科街症服務，將於本月30日起推出牙
科街症網上登記系統，優化服務流程，減省市民
現場輪候的時間。經網上登記並獲發手機短訊通
知獲分配牙科街症名額的市民，可於指定時間到
指定的牙科診所接受服務。

電腦抽籤分配名額 長者佔一半
衞生署發言人表示，在登記系統推出後，需要

牙科街症服務的市民可在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
分登入系統登記指定牙科診所翌日的牙科街症服
務。市民須以實名登記一次，系統會以電腦抽籤
方式分配牙科街症名額。有一半名額會優先分配
給65歲或以上的長者。

成功獲分配名額者會獲發手機短訊通知，市民
亦可於同日下午12時30分後登入系統查詢抽籤結
果。為協助市民識別真偽，衞生署的短訊只會以
附有「#」號的「#DH-DENT GP」發送人名稱發
出，相關短訊不會附有超連結。

有餘額可熱線預約 先到先得
若抽籤後尚有餘額，登記系統會同時公布相關

牙科診所的名單，市民可在同日下午2時至5時，
或於牙科街症服務當日早上 7時 45分至 9時 15
分，致電服務熱線以先到先得方式預約，詳情將
於登記系統網站公布。
登記系統推出後，市民可透過醫健通流動應用

程式登入衞生署牙科街症網上登記系統以使用

服務。已登記醫健通的市民及其家人或照顧者
亦可透過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取覽相關到診紀
錄。
因應登記系統的推出，衞生署會於12月30日起
停止牙科街症服務的初步登記安排。署方會密切
留意登記系統推出後的運作情況及成效。署方正
製作有關登記流程的短片，並上載衞生署網頁供
市民查閱，同時安排網上簡介會向各地區康健中
心、地區康健站及社區長者服務單位的職員介紹
有關登記系統及流程。
任何人士如需協助使用登記系統，可於早上9時
30分至11時30分的登記時間內，到擬登記牙科街
症服務的診所、各地區康健中心或地區康健站
（www.dhc.gov.hk/）尋求協助。

●衞生署將於本月30日起推出牙科街症網上登記系統，
減省市民現場輪候的時間。圖為有市民晚上到九龍城牙科
診所排隊輪籌。 資料圖片

●衞生署昨日公布口腔健康及牙科護理工作小組總結報告及相應行動計劃。

●衞生署表示，參與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先導計劃
的私營牙科機構可自訂收費，但必須公開透明。圖
為私營牙科診所。 資料圖片

●「社區牙科支援計劃」將增加補牙服務，包括
獲醫管局豁免全部醫療費用的人，政府會資助
全數費用。圖為牙醫為長者檢查牙齒。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