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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3/童恒牙萌出时间及恒牙萌出与

生长发育关系的调查研究

吕承铭 王焕新 牛亚一
4昆明市盘龙区卫生防疫站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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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道了昆明市 7 例儿童恒牙4第三磨牙除外5萌出时间的横断面调查
,

对恒牙萌出

与年龄
、

身高
、

体重和月经初潮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

经相关分析
,

恒牙萌出数与年龄高度相关
,

与身高和体重低度相关
,

并建立了由年龄
、

身高或体重推算萌牙数的回归方程
。

还发现恒牙萌

出与青少年性成熟也有一定的联系
。

提示恒牙萌出也能反映儿童的生长发育状况
,

故可作为

衡量儿童生长发育的一项指标
。

牙齿的萌出是复杂的生理现象
,

受遗传的控制和环境的影响
,

具有种族
、

地区和年8七

差异 4徐苏恩等
,  7 6吴汝康等

,  76 唐锡麟等
,  96 张瑞 昌等

,  : 5
。

牙齿萌出的时间

不仅能反映牙本身的发育进程
,

还能借以分析面
、

领
、

殆以及机体的发育状况4湖北医学院

等
,  : 6 中国医科大学等

,  :叭诸福棠等
,  ! 5

。

对我国儿童恒牙萌出时间的调查
,

姜

元川4  !  5
、

李宏毅4  9 ; 5
、

吴伯宏 4  ! 9 5和张瑞昌等 4  : 5先后作过报道
。

但对恒牙萌

出与生长发育关系的研究
,

国内报道少见
。

为制定昆明市正常儿童恒牙萌出时间标准
,

为

人类学
、

口腔医学 和研究儿童生长发育提供参数
,

我们于  叶 年 7一 9 月对昆明市 7
·

例儿童的恒牙萌出情况4不包括第三磨牙 5进行了调查
,

并对儿童恒牙萌出与年龄
、

身高
、

体重和女性月经初潮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

一
、

材 料 和 方 法

4一 5 对 象

选择昆明市盘龙区内 7 所中学
、

! 所小学和 9 所幼儿园作萌牙调查点
。

调查对 象为

身体健康
、

其父母均为汉族的正常儿童青少年
。

例
,

年龄 <一 岁
。

每一性别年龄组一般为

共调查了 7 例
,

男性 7 ; < : 例
,

女性
∀ ; ;一 < ; ;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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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 5 项 目

)

恒牙萌出

通过 口腔检查
,

凡牙齿出眼即为已萌出 4湖北医学院等
,  : 6李宏毅

,

= ;5
,

已拔去

的恒牙也计入已萌出
。

为保证检查质量
, 口腔检查 自始至终固定由两名牙科医生进行

,

每

个受检者先经第一医生检查后
,

再由第二医生复核
。

并在每天检查过程中
,

随机抽出 ! 人

进行复查
,

按下式计算误差率 >

误差率 4多5 ? 初查与复查结果不符的牙齿数

经抽查
,

每天检查的误差率均在

受检牙齿总数

7多以下
。

≅ ; ;多

∀
)

身高和体重

固定由两名检测人员对 :一 < 岁儿童进行身高与体重测量
,

身高用身高坐高仪
、

体重

用扛杆称测量
。

在每天上下午测量中随机抽查 ! 人
,

并与同时开展的其他体检项 目一起

计算误差率4国家体委
、

教育部
、

卫生部中国青少年儿童体质研究组
,  ; 5

。

测得每天的

误差率均在 !多 以下
。

<
)

月经初潮

采用现况调查法4戴梅竞等
,

 < 5
,

由一名医生询问女生是否已来月经初潮
。

4三 5 统 计 方 法

)

恒牙萌出平均年龄

参照李宏毅 4  9 ; 5 介绍的布 氏 4Α
∋ ΒΧ 5 法

> 先按性别
、

年龄计算每个牙齿的萌出

率4痴 5
,

再以该年龄组与前一年龄组的萌牙率之差为该年龄组的理论萌牙率 6最后以年龄

作变量 4Δ 5
,

相应的理论萌牙率4去掉千分号5为频数 485
,

求出各个恒牙的平均萌出年龄

4又5
、

标准差 42Ε 5 和标准误 42Φ 5
。

∀
‘

萌牙数与年龄
、

身高
、

体重的相关回归

分别以年龄
、

身高
、

体重为自变量 4≅ 5
,

以相应的恒牙萌出数为因变量4Γ 5
,

计算出相

关系数4
Η
5
、

回归系数 4Ι5 和回归方程 4四川医学院等
,  : 5

。

<
)

月经初潮平均年龄

采用对数概率单位回归法 4戴梅竞等
,  <6 四川 医学院等

,  : 5计算女性月经初潮

平均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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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 果 与 分 析

4一 5 恒牙萌出平均年龄

)

左
、

右侧萌牙时间比较

由图 可见
,

无论男
、

女性或上
、

下颇
,

ϑ

左侧与右侧同名牙的平均萌出时间极为相似

4. Κ ;
)

; !5
,

说明左右牙是成对地同时萌出
。

因此
,

我们将左右同名牙的萌出时间进行

合并
,

求出每对恒牙的平均萌出时间 4
)

表 5
。

朋潮哪哪哪
尽功 牛

土 坐 业 创生土 韭 业 不 乏万 不 不 不 不 下

上 领 牙 下 领 牙

图 左
、

右侧恒牙萌出时间比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 # %

2

3
4

上
、

下领萌牙时间比较

由表 可见
,

无论男性或女性
,

除双尖牙外
,

下领恒牙的萌出时间都明显早于上领同名

牙 / 5 6 04 00 2
。

其中
,

下领中切牙
、

侧切牙的萌 出平均约比上领 同名牙早一年
,

下颇尖

牙
、

第一
、

第二磨牙的萌出平均比上颇同名牙早半年左右
。

虽然下领第一
、

二双尖牙的萌

出略迟于上颇同名牙
,

但此差异在统计学上无显著意义 / 5 7 0
4

0 8 2
。

9
4

男
、

女性萌牙时间比较

女性恒牙萌出时间一般都较男性早些
。

除上领第一恒磨牙和下领中切牙 /5 7 0
4

0 82

之外
,

其余各牙均有显著的性别差异 / 5 6 0
4

08 或 5 6 04 0 2
。

女性萌牙一般较男性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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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昆明市儿宜恒牙萌出时间 4岁5

齿齿 类类 男 性性 女 性性

∗∗∗∗∗ 又 2 ΕΕΕ ∗ 又 2ΕΕΕ

上上上 中切牙牙 7 : : :
)

!< ;
。

 9 斗7 :
。

< ;
。

!     

颁颁颁 侧切牙牙 ! <
)

9 ;
)

 < ::: ∀ ; <
)

< 7 ;
)

7 777

尖尖尖牙牙 ∀ ∀ ; 7
)

<!
)

; <    ∀ 7 ; , ;
)

: ∀
)

; 9:::

第第第一双尖牙牙 ∀ : : : ;
)

7 <
)

< <<< ∀ ∀ ; ;
)

; 7
)

< ∀ ∀∀∀

第第第二双尖牙牙 ∀ ! ∀
。

∀  
。

斗 ∀∀∀ ∀  : ; ;
。

 9
。

< : 777

第第第一磨牙牙 : ∀ : 9
。

: ;
)

 ;  ;  9
。

: ;
)

 !!!

第第第二磨牙牙 ∀ ∀ ; < ∀
。

 9
。

∀; ∀ < 9 9 ∀
)

斗9
)

∀: ;;;

下下下 中切牙牙 : ∀ : 9
)

呼 ;
)

: <<< < < 9
)

斗: ;
)

: ! :::

颁颁颁 侧切牙牙 ∀ ; 9 : :
。

9∀ ;
。

  ∀∀∀ ; < :
)

7 ;
。

<:::

尖尖尖牙牙 ∀ ! ;
)

:
。

777 ∀ 7  
。

:
。

; 777

第第第一双尖牙牙 ∀ : : : ;
)

!  
。

<  ∀∀∀ ∀ ∀ ; ;
)

7
)

∀ !777

第第第二双尖牙牙 ∀ : ∀ 9
。

7 7
。

<  999 < < ;  ;
)

 
)

<

第第第一磨牙牙 ∀ ; : 9
)

7 斗 ;
。

7 ∀∀∀  ;  9
)

∀ ;
)

: !!!

第第第二磨牙牙 ∀ 7 ;  ∀
。

∀  
)

< ; ;;; ∀  ∀<
。

:
)

∀ ∀

‘一’月
,

而且下
龄

萌出的男女差异比
告
领牙大

。

4二5 萌 牙 次 序

表 ∀ 男女性上下颇各恒牙的萌出次序

齿 类
男 性 ⋯

Η

女 性

上领 下领 上颇 下领

中切牙

侧切牙

尖牙

第一双尖牙

第二双尖牙

第一磨牙

第二磨牙

7 ∀

(;

(; (∀ (( ∀

(7 (< 17 ( <

)

男女性上下领各恒牙的萌出次序

由表 ∀ 可见
,

无论男
、

女性或上
、

下领
,

尖牙和第一
、

二双尖牙的萌出次序均有所不同
。

由于这三个恒牙的萌出年龄个体差异较大 4标准差较大
,

见表 5
,

故可出现萌出次序相互

颠倒的现象
,

如尖牙往往在第一双尖牙之前先萌出
,

第二双尖牙有时也可在第一双尖牙之

前先萌出
。

∀
)

恒牙萌出过程的阶段划分

萌牙过程中
,

每个恒牙的萌出相隔约一年
,

但在侧切牙萌出后
,

间隔 ∀一 < 年后才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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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萌出
。

若以此间隔为界
,

并结合个体变异的大小 4即标准差大小 5
,

可将恒牙萌出过程分

为两个阶段4李宏毅
,  9 ; 5

。

第一阶段为 9一 岁
,

萌出的牙齿有第一恒磨牙、中切牙和侧

切牙
,

萌牙年龄的个体差异较小 4Χ1 5 Λ 5 6 第二个阶段为 ; 一 < 岁
,

萌出的牙齿有尖

牙
、

第一和第二双尖牙及第二磨牙
,

萌牙年龄的个体差异较大 42Ε Κ (5
。

4三 5 恒牙萌出与年龄的关系

)

平均萌牙数的年龄变化

对 9一 7 岁儿童平均恒牙萌出数的统计表明 4表 < 5 > 平均萌牙数随年龄的增长而增

加
,

六岁儿童已萌出 <一 7 个恒牙
,

以后每年新牙萌出 ∀一7 个
,

到 <
、

7 岁共萌出恒牙

∀ :一∀ 个
。

除 9 岁和 7 岁组外
,

女性的萌牙数平均比同龄男性多 一∀ 个
。

经相关与回归分析
,

恒牙萌出数与年龄间存在高度密切的线性相关
,

其相关系数男性

为 ∋
·

  ! 4Μ Λ ∋
·

; ; 5
,

女性为 ;
·

 9 : 4Μ Λ ;
·

; ; 5
。

在 9一 7 岁儿童中
,

由年龄 4Δ 5

推算恒牙萌出数 4Γ 5的回归方程见 图 ∀ 。

为了使用方便
,

回归方程中的回归系数 4Ι5
、

截距

4
Β
5和标准估计误差 42Ν

·

Δ5 可取整数
。

即为 >

男性恒牙萌出数 一 < Δ 年龄 一 ! 士 <

女性恒牙萌出数 ? < Δ 年龄 一 7 士 <

表 < 恒牙萌出与年龄的关系

年龄

4岁少

男 性 Ο 女 性

受检人数 萌牙总数
Π
均数ΠΠ 标准差 受检人数 萌牙总数

Π
标准差

哎3八们一,月Θ工工3少吮少沪−目了止ΡΣ御了、:,乙,二,‘

⋯⋯
, 4

,山,;−乙<;孟
4;,,=>二

均一
?3333

>

∀≅
4

>>∀≅∀∀
‘
∀≅
4

∀≅
4444444

>
4444

4
4苦

,>胜444∀≅

∀≅
Α一∃,二通4;,;,尸、哎;三

4

,>Α一;,月乙亡少Β”月,门了
4

ΧΔ通
400

卜4

穷角一九=Ε八月,只,山曰、矛钾了勿了
阵丁Φ日
;一4且,4

4

,‘勺‘,,山

曰−00‘日Γ八,∃ΔΕΔ00ΗΔ∃Ι
;

Βϑ‘Δ沙0∃Δ:;Χ;内乙,,=4=片=∀=‘Γ,Β一‘Β
‘闰<内‘目,气;,:,止石只:矛,

夕
,ΚΙ口Β

4

⋯⋯
,,份乙,Λ

4

连
4

凡‘Γ
Μ

Ν

Ο

 

> 0

>

> 3

> 9

呼

3 Π

3 8 Μ

9 Ν

9 9 0

9 Μ0

3  0

9 0 0

9 9Ο

9 3

Ν 8 Ο

 9 8

9 9 Π Ο

Π 9 8

8 Ο  Μ

8 Ο  8

Ν 9斗Ο

Ο  9  

Ο Ο  

9
4

8 Π

Ν
。

8 Μ

0
。

8 Μ

9
。

0 Ο

Μ
。

9 Ο

3 0
4

9 9

3Π
。

Π  

3 Μ
。

Π 8

3Ν
。

Μ ΘΘΘΘ

Μ Ο Π

3 Ν 8

9 Μ Μ  

8 9 Π 3

Μ Μ 3

ΜΟ 3 8

Ν Ν 8 8

0 9 Ν 9

0 Ο Π 8

Α
萌牙总数不包括第三磨牙 Ρ ΑΑ 均数Σ 萌牙总数十受检人数

。

3
4

每年新萌牙数的年龄变化

每年新萌牙数的计算是
Θ
将该年龄组的萌牙均数减去前一年龄组的萌牙均数即得该

年龄组的新萌牙均数
。

由图 9 可见
,

萌牙数的年增长曲线出现两个高峰
,

第一高峰出现的

年龄男女均为 Ν 岁
,

第二高峰出现的年龄男性为 3 岁
,

女性为 岁
,

女比男早一年
。

男

女曲线出现交叉的年龄为 3 岁
,

交叉前女性新牙萌 出的速度比同龄男性快
,

交叉后 男性

超过女性
。

而 3 岁恰好是男女身高曲线出现第二次交叉
、

即男性进人青春期突增阶段的

年龄
。

说明恒牙的萌出速度与男性的性成熟有一定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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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孔
六Γ

母年
‘

妍一才衬明教忠

ΤΠ
4

对 >士 ;
、

口刃

邓3Π30Υ
ΙΘ明弓万

峪佗已Π口

数

ς Θ

年 龄 /岁2

图 3 恒牙萌出数与年龄的相关回归

Ε,
% %∀ ># () , , # ∃ Λ % ∀ ∗ % ∀ ≅ ≅ ), ∃ , − (. ∀ ∃ & + Ω ∀ % , −

∀ % & 5 ( ∀ Λ 5∀ %+ #
∃∀

∃ ( (∀ ∀ (. (, # ∗ ∀ , − Ξ . ) >Λ % ∀ ∃

图 9 Ν一Π 岁儿童恒牙萌出年增长曲线

Ψ∃∃
& # > )∃ ∀ % ∀ + ∀ ∃ ( , − ∀ % & ∋ ( ∀ Λ 5∀ % + # ∃ ∀ ∃ ( (∀ ∀ ( .

) ∃ Ξ . ) >Λ %∀ ∃ 王% , + Ν ( , >斗 1 ∀ # % ≅

9
4

恒牙全部萌出所黑的时间

昆明市儿童恒牙开始萌出的时间
,

男性最早为 8 岁
,

最晚为 Ο 岁
,

平均为 Μ
4

岁 Ρ 女性

最早为 Π 岁
,

最晚为 Ο 岁
,

平均为 8
4

 岁
。

除第三磨牙外
,

恒牙全部萌出的年龄
,

男性最早

为 0 岁
,

最晚为 Ο 岁
,

平均为 9 9 岁 Ρ 女性最早为  岁
,

最晚为 Ο 岁
,

平均为 3
4

 岁
。

因

此
,

恒牙全部萌出 /不包括第三磨牙 2所需的时间最短为 8 年
,

最长为 0 年
,

平均为 Ν 年左

右
。

/四 2 恒牙萌出与身高
、

体重的关系

为探讨 Ν一 3 岁儿童恒牙萌出与身高
、

体重的关系
,

我们对每一年龄组儿童作了身

高
一

恒牙萌出数
、

体重
一

恒牙萌出数的相关分析
。

结果表明
,

年龄相同的儿童
,

其恒牙萌出

数与身高
、

体重间有显著的低度相关关系 / 5 6 0
4

0 0 2
。

说明同年龄的儿童
,

其身高
、

体

重偏高者
,

萌出的恒牙也较多
。

提示恒牙萌出也能反映儿童的生长发育状况
。

由身高或

体重推算恒牙萌出数的回归方程见表 Π 。

/五 2 女性恒牙萌出与月经初潮的关系

在 一 9 岁女生中
,

我们将来潮女生和未来潮女生的恒牙萌出数进行了比 较 分 析

/表 8 2
。

结果发现来潮女生的萌牙数显著多于未来潮的同龄女生 / 5 6 0
4

08 或 5 6 0
4

0 2
。

说明恒牙萌出与女性性成熟也有一定关系
。

本次共调查 了 3 3 9 Π 名女生
, >
月经初潮最早为 0 岁

,

最迟为 Μ 岁
,

平均为 9
4

8Μ 岁

/对数概率法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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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

表 7 :一 ∀ 岁儿童恒牙萌出数与身高
、

体重的相关回归 4身高单位 > 厘米 6体重单位 > 公斤5

性性别与年龄龄 受检人数数 萌牙数4Τ 5与身高4≅ 555 萌牙数4Ν 5与体重4戈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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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Χ Ζ 一< 岁来潮女生与未潮女生萌牙均数比较

年年龄龄 分组组 受检人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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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六 5 昆明市与北京市儿童恒牙萌出时间比较

将本次调查结果与李宏毅 = ; 年调查的北京市儿童恒牙萌出时间相比较
,

在所比较

的男女性 ∀ 对恒牙中
,

两地萌牙时间有显著差异的有 9 对牙4表 9 5
,

说明恒牙萌出具有

一定的地区差异
。

但由于两次调查是在不同的年代进行的
,

年代差异亦有可能对比较产

生影响
。 每

三二
、

讨
·

论

一些调查资料表明
,

儿童恒牙萌出时间在我国南北方存在着地区上的差异 4张瑞昌

等
,

 :6 吴伯宏
,  9 5

,

我们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差异
。

而且我们发现
,

不同地区儿童的

恒牙萌出次序也有所不同
。

如男性上颇恒尖牙
、

第一
、

二双尖牙的萌出次序
,

在 昆明市儿

童分别排在第 9
、

7
、

! 位
,

北京市儿童则排在第 !
、

7
、

9 位4李宏毅
,

 9 ; 5
。

因此
,

各地在临

床应用时应建立自己的恒牙萌出时间标准和掌握当地儿童的萌牙次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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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李宏毅
,  9 ;

;

本研究通过相关与回归分析
,

发现恒牙萌出数与年龄高度相关 4. Λ ;
)

; ; 5
,

并建立

了由儿童年龄推算恒牙萌出数的回归方程
,

这在国内尚未见报道
。

该方程计算简单
,

使用

方便
,

不仅可用于评价儿童的恒牙发育情况
,

还可供法医和古人类研究作为年龄估算 4由

萌牙数反推年龄 5的一项依据
。

据文献记载 4中国医科大学等
,  : 6诸福棠等

,  , 5
,

牙齿的发育也能反映儿童的生

长发育和性成熟状况
。

本研究表明
> 同年龄儿童 4:一 ∀ 岁5 的恒牙萌出数与身高

、

体重

低度相关
,

并提供了由身高
、

体重推算恒牙萌出数的回归方程 6 同年龄的女生 4 一 <

岁5
,

已来潮者的萌牙数显著多于未来潮者 6恒牙萌出年增长曲线在 ∀ 岁出现男女交叉
,

与

身高发育曲线第二次出现男女交叉的年龄相吻合
,

而且第二次萌牙年增长高峰出现的年

龄
,

女4 岁5比男 4∀ 岁5早一年
。

这些都提示恒牙萌出也能反映儿童的生长发育状况
,

故

可作为评价儿童生长发育的一项指标
。

本站罗宗沛
、

辜云坤
、

李锐萍和昆明市中医院口 腔科张琼华等同志参与调查
,

特此致

谢
。

4  年 ∀ 月  日收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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