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口腔行动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一）总体目标

“十四五”末，全市口腔医疗资源供给和口腔专业人员数

量明显增加，居民口腔健康素养和健康行为形成率大幅提

升，口腔健康服务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

（二）阶段目标

2022 年底，全市设口腔科的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含中

医院，下同）牙椅数较上一年增加 5%；85%的二级综合医院

单独设置口腔科。每万人口口腔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 1.4

人，医护比达到 1:0.8。6－9 岁儿童口腔卫生知识知晓率达

到 80%，窝沟封闭完好率达到 85%。参加省口腔种植体系统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纳入集采的口腔种植体系统耗材价格下

降 30%以上。谋划启动市级和萧县公立口腔专科医院建设工

程。

2023 年底，市级和萧县分别建成一所公立口腔专科医

院，依托市级口腔专科医院成立市口腔卫生中心；设口腔科

的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牙椅数较上一年增加 5%；二级综合

医院全部单独设置口腔科；3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0%

的服务人口超过 2 万的乡镇卫生院配备专职口腔医师；每万

人口口腔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 1.6 人，医护比达到 1:1。

2024 年底，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牙椅数较上一年增加



5%；5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0%的服务人口超过 2 万的

乡镇卫生院配备专职口腔医师；每万人口口腔执业（助理）

医师数达到 1.7 人，医护比达到 1:1.05。

“十四五”末，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牙椅数较 2021 年增加

20%。全市牙椅数达到 1000 张，其中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牙椅

占比达到 30%以上。8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0%的服务

人口超过 2 万的乡镇卫生院配备专职口腔医师，每万人口口

腔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 1.8 人，医护比达到 1:1.1。6－9

岁儿童口腔卫生知识知晓率达到 85%以上，窝沟封闭完好率

达到 90%以上。口腔医疗卫生机构患者满意度达到 90%以上。

二、工作措施

（一）普及健康口腔行为

1．加强口腔健康教育。持续开展覆盖全人群、全生命

周期的口腔健康教育。以“全国爱牙日”等健康主题宣传日为

契机，创新宣传形式和载体，传播人人都是自己口腔健康第

一责任人的理念，引导群众养成口腔卫生习惯。

2．推广健康口腔进校园活动。开展校园规范化口腔健

康教育，结合学生年龄层次，丰富教育形式内容。幼儿园和

小学学生每年享受免费口腔健康检查 2 次，中学学生每年享

受免费口腔健康检查 1 次。

3．实施口腔疾病高危行为干预。对于口腔不良行为，

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和口腔健康检查，促进牙周、口腔

黏膜病变等疾病早诊早治。



（二）优化健康口腔管理

1．加强儿童口腔健康管理。在婚前体检、孕产妇健康

管理和孕妇学校课程中强化口腔健康教育内容。依托市口腔

卫生中心和市口腔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组织实施儿童口腔疾

病综合干预项目，开展 6－9 岁学龄儿童第一恒磨牙窝沟封

闭、3－6 岁学龄前儿童局部涂氟等公益活动。到 2025 年，

项目覆盖 28%的适龄儿童。

2．加强中青年（职业）人群口腔健康管理。以维护牙

周健康为重点，推广使用保健牙刷、牙线等口腔保健用品，

倡导定期接受口腔健康检查、预防性口腔洁治、早期治疗等

口腔疾病防治服务。

3．加强老年人口腔健康管理。倡导老年人关注口腔健

康，提升生命品质。对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慢性病患者，

加强口腔健康管理，积极开展龋病、牙周疾病和义齿修复等

服务。

（三）提升健康口腔能力

1．完善服务体系建设。发挥市口腔卫生中心和市口腔

质量控制中心技术指导作用，依托公立医疗机构建立健全

市、县区两级牙病防治体系。打通牙病防治全链条，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关口前移，以牙病预防为主；专

科医院、综合医院口腔科发挥专业优势，以牙病治疗为主。

2023 年底前，市级和萧县各建成一所公立口腔专科医院，二

级综合医院全部单独设置口腔科。建设口腔医联体，构建口



腔专科医院、三级医院口腔科对口帮扶机制，实现区域内医

疗机构信息互通共享、业务协同和技术同质。强化基层能力

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口腔科或配备专

职口腔医师。

2．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引进高层次口腔专业人才，提

高本科以上学历及高级职称人员占比。优化口腔医师招聘流

程，强化薪酬激励，实现进得来、留得住、能干好。落实农

村订单定向口腔专业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增加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职口腔医师数

量。支持皖北卫生职业学院在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技术专业

的基础上，积极申报设置口腔医学专业，培养口腔医学人才。

3．加大专业培训和适宜技术推广。积极争取省级口腔

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名额，组织市直及各县区口腔专业人员参

加培训。依托市口腔卫生中心、口腔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及三

级综合医院口腔科，组织开展基层口腔医护人员专业技术培

训，每年不少于 200人次。提高基层口腔医护人员专业技术

水平，每年推广口腔适宜技术不少于 5 项，2022 年重点推广

现代根管治疗等 7 项适宜技术。2025 年底前，利用省级远程

诊疗中心，市、县区要加强对基层的技术指导。

4．提升群众诊疗便捷度。公立口腔医院、二级及以上

综合医院口腔科要开设午间门诊、晚间门诊，实施“无假日”

门诊，实行弹性排班，方便患者诊疗。开展诊疗模式创新，

开通医生工作站预约、微信预约等服务，减少等待时间。运



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优化诊疗流程，为患者提供线上便捷服

务。

（四）发展健康口腔产业

将健康口腔产业作为生命健康产业“双招双引”的重要组

成，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鼓励、引导和支持社会办口腔医疗、

健康服务机构参与口腔疾病防治和健康管理服务。适时实行

口腔诊所备案管理。

三、支持政策

（一）加强组织领导

依托健康宿州行动推进委员会，成立健康口腔行动领导

专班，完善联络机制，明确工作职责，定期调度实施，统筹

各方资源，构建政府、社会和个人多元化参与机制，提高健

康口腔行动保障力度。

（二）加强资金支持

2022－2025 年，全市共筹集不少于 9000 万元（其中市

财政投入不少于 2000 万元），用于实施健康口腔行动。加大

医保支持力度，对照最新省医保政策支付的口腔类医疗服务

项目，扩大我市医保支付范围。启动口腔种植体系统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降低种植体耗材成本。动态调整口腔医疗服务

项目价格，及时开展口腔医疗服务新技术、新项目申报、审

批和价格管理。实施全省统一的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政

策，参保职工符合规定的口腔诊疗等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纳入

医保统筹基金报销。



（三）加强监督管理

压实行业主管部门监管责任，2022 年起，开展“诱导消

费”、过度诊疗等社会反映强烈的不规范口腔诊疗行为专项整

治，依法规范口腔诊疗服务行为。发挥市、县区两级口腔医

疗质量控制中心和质控小组的作用，落实和推广口腔专科医

疗质量技术规范和相关规程。将社会办口腔医疗卫生机构质

量管理纳入医疗质控体系，每年开展监督检查不少于 1 次。



健康口腔行动重点任务分工

序号 重点任务 时限要求 责任单位

1
加强儿童口腔健康管

理。

每年度开展儿童口腔疾病干预

项目；到 2025 年，项目覆盖

28%的适龄儿童。

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

财政局（国资委）配合。

2 健全牙病预防体系。
2024 年底前，基本健全省、市、

县区三级牙病防治网络。
市卫生健康委。

3
推广健康口腔进校园

活动。

2022 年秋季学期启动，2023 年

6 月底前基本覆盖。

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

教体局配合。

4 加强口腔健康教育。

2022 年 6月制定印发科普宣传

方案；每年度开展主题宣传活

动。

市卫生健康委。

5 扩大医保支付范围。

2022 年底前，纳入集采的口腔

种植体系统耗材价格下降 30%
以上。

市医保局。

6 提升群众诊疗便捷度。

2023 年底前，公立口腔医院、

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口腔科普

遍开设午间门诊、晚间门诊。

市卫生健康委。

7
扩大口腔医疗资源供

给。

2023 年底前，市级和萧县各建

成 1 所公立口腔专科医院。

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

委编办、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国资委）、萧

县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

落实。

8 大力建设口腔医联体。
2022 年底前，基本健全三级医

院口腔科对口帮扶机制。
市卫生健康委。

9
增强口腔专业技术力

量。

2025 年底前，每万人口口腔执

业（助理）医师数达到 1.8 人，

医护比达到 1:1.1。

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按职

责分工落实。



序号 重点任务 时限要求 责任单位

10
加大口腔专业人员培

训力度。

利用省级培训计划，组织市直

及各县区口腔专业人员培训。

市级组织开展基层口腔医护人

员专业技术培训，每年不少于

200 人次。

市卫生健康委。

11 推广适宜技术项目。

2022 年底前，推广现代根管治

疗等 7 项适宜技术；2025 年底

前，每年推广口腔适宜技术不

少于 5 项。

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

财政局（国资委）配合。

12
推进口腔诊所备案管

理。

待国家卫生健康委《诊所备案

管理办法》正式印发后实施。
市卫生健康委。

13 开展专项整治。 2022 年启动。 市卫生健康委。

14
加强口腔医疗质量控

制。

落实和推广口腔专科医疗质量

技术规范和相关规程；每年度

开展社会办口腔医疗机构质控

督查。

市卫生健康委。

15

2022 年 7 月 1 日起，

按照省医保局安排，实

施统一的职工医保门

诊共济保障政策，参保

职工符合规定的口腔

诊疗等普通门诊医疗

费用纳入医保统筹基

金报销。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市医保局。

16

落实农村订单定向口

腔专业医学生免费培

养项目，发挥皖北卫生

职业学院平台作用，培

养口腔医学人才。

2023 年起，每年度落实农村订

单定向口腔专业医学生免费培

养项目，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2022 年秋季起，在临床医学、

护理、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中增

加口腔医学相关课程，2022 年

起积极申报口腔医学专业。

市卫生健康委牵头，市

委编办、市教体局、市

财政局（国资委）、皖北

卫生职业学院按职责分

工落实。


	健康口腔行动实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