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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一颗牙竟一次被拔29颗，宣传“当天种牙，当天吃饭”……

老年人口腔治疗 为何乱象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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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诊疗活动中，
医生有过错、有损害结果、
有因果关系，就是医疗事
故。发生医疗事故，医生或
诊所可能面临民事责任，即
赔偿；或行政责任，即罚款、
暂停执业或吊销执照。如
果患者的死亡和该医疗行
为密切相关，且医生有不负
责任的行为，可能构成刑事
责任。”邓利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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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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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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引发网友热议，有人对一次性拔除这么多颗牙齿表示震
惊与不解；也有人提出口腔诊疗行业乱象频出，老年人容易上当受骗，必须加强监管；还
有人认为老年人口腔健康问题亟待重视。

“上午种牙下午吃肉”“当天拔、当天装、当天用”“无痛拔牙，一次解决所有问题”“种
植牙价格低至百元”……记者近日调查发现，部分口腔诊所在宣传时打出
上述广告语，一些老年人因口腔问题求医心切，加上信息不对
称，很容易落入不良口腔机构的陷阱。

无痛拔牙
一次解决
所有问题

加大违规处罚力度
完善口腔照护体系

建议 加大违规处罚力度
完善口腔照护体系

建议老年人受口腔疾病困扰
有治疗机构宣传时“夸海口”

调查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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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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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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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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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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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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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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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口腔机构投放大量广
告，希望吸引更多患者种
牙，还有部分机构利用信
息不对称，劝说患者多拔
牙、多种牙，从而收取更高
费用。

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口
腔医院，当记者询问能否
全口拔牙时，该医院接待
人员介绍：“首先要看病人
的身体状况，如果有基础
疾病，就不适合满口拔牙
或者半口拔牙。但如果确
实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全
部拔，当天种，这样能够缩
短修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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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除的牙齿
数量越多，患者感受到的
疼痛越强烈，术后发生感
染的概率也越大。要对患
者进行全面评估、做相关
基础疾病的筛查，确保其
适合进行手术；手术过程
中，控制拔牙创口的感染
和疼痛是关键；手术后的
消炎处理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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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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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针
对性的宣传活动、健康教育
课程和操作性健康指导等
方式，提高老年人对口腔卫
生的认识，养成良好的口腔
卫生习惯，加强老年人对口
腔卫生健康的重视。

“加强老年人群口腔卫
生维护和日常照护专业队伍
建设。重点培养专门的口腔
卫生维护队伍，提升老年人群
口腔卫生诊疗可及性，同时对
现有老年人群健康照护人员
进行口腔专业培训，提升口腔
照护能力和水平。”上述业内
人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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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隆/

漫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