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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刘菊磊 丁安梅 记者 马冰璐）我国 5 岁儿童龋齿患病率

为 70.9%，12 岁儿童龋齿患病率为 34.5%，而在合肥，儿童龋齿患病率

达44.27%，门诊中，还呈现出低龄化趋势，不乏一两岁的就诊者。9月

20 日是全国爱牙日，昨日，专家提醒，龋齿重在预防，家长要帮助孩子

养成每天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习惯。

调查数据显示，我国5岁儿童龋齿患病率为70.9%，12岁儿童龋齿

患病率为34.5%，与十年前相比，5岁和12岁儿童龋齿患病率分别上升

了 5.8 和 7.8 个百分点。据统计，2016 年接受健康检查的 7074 名合肥

儿童中有3132名儿童患有不同程度的龋病，患病率达44.27%。

最近，合肥市蜀秀苑幼儿园、清源新村幼儿园等多所幼儿园邀请了

口腔科医生对5岁小朋友的口腔健康状况进行了抽查，检查结果显示，

超半数 5 岁小朋友患有龋齿。据了解，目前，龋齿还呈现出低龄化趋

势，门诊中不乏一两岁的就诊者。

合肥市口腔医院长江路院区儿童牙科主任任重鸿提醒，龋齿除了

会引发牙疼外，还会影响咀嚼。严重的话会伤害牙床，甚至影响面部骨

骼发育和恒牙的生长，小龋病其实有大危害，“不少家长存在乳牙龋齿

不影响恒牙健康的误区，恒牙在儿童阶段，一直被牙囊包裹，埋在乳牙

的牙根下面，如果乳牙龋坏严重，就可能导致牙根发炎，那么恒牙牙胚

也可能受到影响。”

“龋齿重在预防，家长应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每天早晚

刷牙，饭后漱口，少吃甜食、零食，多吃新鲜瓜果蔬菜、蛋、奶、肉类等食

品，并定期进行口腔检查。”任重鸿表示，目前，儿童预防龋齿的方法主

要是涂氟和窝沟封闭，“窝沟封闭的最佳时机，乳磨牙在3~4岁，第一恒

磨牙在6~7岁，第二恒磨牙在11~13岁。窝沟封闭之后应每6个月至1

年复查一次，若有脱落，应重新封闭。”

星报讯（张薇 记者 马冰璐）9 月 21 日是第 25 个“世界老年痴呆

日”，据了解，每3秒钟，世界上就会增加一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目前，

中国有阿尔茨海默症患者500万人之多，占世界总病例数的四分之一，

而且每年平均有30万新发病例。昨日，安医大一附院神经内科汪凯教

授提醒，50岁以上市民最好每年做1次记忆体检。

及时就诊者不到2成，大多数人确诊时已是中晚期
据了解，由于公众对痴呆疾病的认识不足，导致该病的就诊率较

低，能意识到自己患病，并到医院及时就诊者不到两成，“许多患者往往

等到出现严重状况，或者已经出现焦虑、抑郁和精神异常后才到医院进

行就诊，严重增加了治疗的难度。”汪凯说，以安医大一附院“记忆障碍

与神经心理门诊”为例，每年，前来门诊咨询问诊的患者达到5000人次

左右，大多数患者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时已经是中晚期。

据了解，中国阿尔茨海默症的患病率已随着年龄的升高呈显著增长趋

势：75岁以上达8.26%，80岁以上高达11.4%，“阿尔茨海默症是一种严重

的智力致残症，病人从轻度记忆与认知障碍到严重丧失记忆、生活无法自

理，到最后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要经历几年甚至十几年，这对病人和家

属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严重影响到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50岁以上市民最好每年做1次记忆体检
“早发现，早治疗，早改善，因此，建议50岁以上的市民最好每年做一

次记忆体检。”汪凯表示，虽然目前医学界对阿尔茨海默症尚没有理想的治

愈方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及早治疗对病情有相当大的改善和延缓作用。

汪凯提醒，如果市民发现家中老人有记忆力衰退、表达交流障碍、

脾气行为变化无常等情况，那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表现，家人

应及时陪伴老人前往医院进行诊断，及早治疗以免病情恶化。

温馨提示：安医大一附院将于9月21日举办义诊、讲座等系列公益

活动，欢迎广大记忆障碍患者参加。

1、义诊活动：9月21日8:30~11:00，地点：绩溪路门诊广场，免费提

供记忆障碍等咨询、通过认知问卷等免费进行筛查。

2、健康讲座：9 月 21 日 10:00~10:30，地点：绩溪路门诊三楼东南

角健康宣教室，现场将免费发放老年痴呆症“黄手环”。

患者就诊等候时间将大幅缩短
我省出台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新政

为提升我省医疗卫生现代化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

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健康需求，日前，省政府

出台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新政，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便捷普惠的“互联网+医疗

健康”服务体系。 □ 记者 祝亮

每3秒钟
世界上就增加1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专家：50岁以上市民最好每年做1次记忆体检

合肥超4成儿童被龋齿困扰
专家：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可有效预防

明年，全省三级公立医院全面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

我省将鼓励医疗机构应用互联网

等信息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和内容，

构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

体化医疗服务模式。允许依托医疗机构

发展互联网医院，使用互联网医院作为

第二名称，在实体医院基础上，运用互联

网技术提供安全适宜的医疗服务，在线

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医师掌

握患者病历资料后，允许在线开具部分

常见病、慢性病处方。支持医疗卫生机

构、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搭建互联网

信息平台，开展远程医疗、健康咨询、健

康管理服务。到 2020 年，全省三级公

立医院全面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

明年基本实现所有医疗联合体远程医疗服务全覆盖

根据新政，医疗联合体要积极运用

互联网技术，加快实现医疗资源上下贯

通、信息互通共享、业务高效协同，便捷

开展预约诊疗、双向转诊、远程医疗等

服务，推进“基层检查、上级诊断”，促进

医疗联合体内医疗机构间检查检验结

果实时查阅、互认共享，构建有序的分

级诊疗格局。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进一

步完善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建设，实现远

程医疗服务覆盖全省所有医疗联合体

和县级医院，并逐步向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延伸，切实

推动“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提升基层

医疗服务能力和效率。到 2019 年，基

本实现全省所有医疗联合体远程医疗

服务全覆盖。

在长三角异地看门诊有望直接结算

我省将推动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对

接整合，加快实现医疗保障数据与相关

部门数据联通共享，逐步拓展在线支付

功能，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

疗救助、健康脱贫等一体化经办管理和

“一站式”结算，为参保人员提供更加便

利的服务。到 2019 年，建设省级统一

的医疗保障业务系统平台。

继 续 扩 大 异 地 就 医 直 接 结 算 范

围，逐步将更多基层医疗机构纳入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将外出农民工和

外来就业创业人员跨省异地住院费

用全部纳入直接结算，加快推进长三

角地区跨省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

结算。

大力推行医保智能审核和实时监

控，将临床路径、合理用药、支付政策等

规则嵌入医院信息系统，严格医疗行为

和费用监管。到 2020 年，实现医保智

能审核和实时监控应用覆盖全省。

合肥市庐阳区等5县区将试点“智医助理”

依托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大

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构建智慧就医、

智慧诊断、智慧治疗、智慧病房、智慧后

勤和智慧管理一体化的智慧医院体系，

优化医院管理流程，改善医疗服务，提

升医院管理水平。到 2020 年，所有省

属医院和 50%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开展

智慧医院建设。

积极推进智慧医院规范化建设，制

定智慧医院建设规范和评价标准，探索

互联网诊疗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

在天长市、合肥市庐阳区、凤阳

县、金寨县、阜南县开展“智医助理”工

程试点，在试点基础上探索推广面向

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智医助理”

辅助诊疗系统，不断创新基层医疗卫

生健康服务模式，提升基层医疗卫生

健康服务能力。

患者就诊等候时间将大幅缩短

我省将利用信息技术，优化服务流

程，提升服务效能，提高医疗服务供给

与需求匹配度。到 2020 年，二级以上

医院普遍提供分时段预约诊疗、智能导

医分诊、候诊提醒、检验检查结果查询、

诊间结算、移动支付等线上服务。有条

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可以开展移动护理、

生命体征在线监测、智能医学影像识

别、家庭监测等服务。

支持医学检验机构、医疗卫生机构

联合互联网企业，发展疾病预防、检验

检测等医疗健康服务。推进院前急救

车载监护系统与区域或医院信息平台

连接，做好患者信息规范共享、远程急

救指导和院内急救准备等工作，提高急

救效能。推广“智慧中药房”，提高中药

饮片、成方制剂等药事服务水平。

进一步完善医疗便民服务平台功

能，开展网上预约挂号、预约转诊、预防

接种、家庭医生签约、医疗费用查询、检

验检查结果推送、线上支付、诊前提醒、

健康咨询、健康管理、智能穿戴等线上

服务，减少患者就诊等候时间，智慧化

解就医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