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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常見的慢性疾病與口腔健康 

 

口腔位於人體消化道的最前端，關係著人體每天營養的攝取。與整

個消化道甚至是全身的器官息息相關。齲齒、牙周病造成缺牙，引

發口腔機能退化、咀嚼吞嚥障礙是銀髮族常見的口腔問題。愈來愈

多的研究指出這些口腔疾病與銀髮族常見的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如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骨質疏鬆…）存在著顯著的相

關性。 

口腔疾病與這些銀髮族常見的慢性疾病擁有許多相同的危險因

子。例如高油、高糖的精緻飲食會導致齲齒，也增加了肥胖、糖尿

病與心血管疾病的風險。戒菸可以同時降低罹患牙周病、口腔癌與

呼吸道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肺癌）的風險。減少酒

精的攝取，可以使心血管健康，也能使牙周組織與口腔黏膜健康，

降低罹患牙周病與口腔癌的風險。 

口腔健康與慢性疾病的關係是雙向的。銀髮族在進行牙科治療時有

可能會因本身存在的慢性疾病產生風險，例如拔牙手術可能提高心

臟瓣膜置換的患者身上引發細菌性心內膜炎的風險。慢性疾病的症

狀與其用藥的副作用也常會對銀髮族的口腔健康或牙科治療造成

影響，例如放射線治療造成的口乾會使病患容易齲齒，預防中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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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抗凝血劑可能造成拔牙傷口不易止血。如何使年長患者同時擁有

健康的牙齒與健康的身體？需要病患本人、牙科醫師與各專科醫師

的相互協調合作。 

本文簡單介紹銀髮族常見的 6 種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

病、高血壓、呼吸道疾病、骨質疏鬆、失智症，它們與口腔衛生與

牙科治療之間的關聯性。 

糖尿病 

牙周病與糖尿病之間常常是互為因果的。由於糖尿病常導致牙周組

織血管壁增厚，因此降低牙周膜的微循環。糖尿病患者有很大的機

率有牙周問題。血糖控制不佳也容易造成患者對牙周病治療的效果

不好，牙周手術的傷口癒合不好。反之嚴重的牙周病也會使糖尿病

患者的血糖控制不易，全身處在長期易發炎的狀態，進而引發如腎

病變、動脈硬化、心肌梗塞及中風等嚴重併發症。 

心血管疾病 

齲齒、牙髓病與牙周病造成的慢性感染是血管硬化與心血管疾病的

危險因子之一。根據統計，罹患牙周病的患者得到心肌梗塞與中風

的機率可達到牙周健康的人的 2～3 倍。在經過牙周病治療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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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疾病患者的血壓、血脂都能得到改善。研究指出老年人的口內

牙齒數與心血管疾病的發生都有顯著的相關。推測可能是因為老年

人的牙齒咀嚼能力關係到水果與蔬菜的攝取，進而使得發生心血管

疾病及中風的風險增加。國內團隊使用全民健保資料庫進行研究，

發現定期洗牙可以顯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率。 

心血管疾病患者若有裝支架、置換瓣膜，或是正在服用抗凝血藥

物，在接受牙科治療前應告知牙科醫師與專科醫師，由專業評估是

否需要停藥或是預防性的給予抗生素。 

高血壓 

系統性回顧研究顯示牙周病是造成高血壓可能的危險因素之一。罹

患中等程度以上牙周病病患的平均血壓，無論是收縮壓或舒張壓都

比沒有罹患牙周病的病患高。也有研究發現牙周病越嚴重，平均血

壓越高；而經過牙周病治療後，病患的血壓顯著的降低。積極的預

防或治療牙周病不僅可以提升口腔健康，也能對銀髮族血壓的控制

帶來幫助。 

臨床上使用的鈣離子阻斷劑降血壓藥會造成牙齦的增生，影響牙周

健康。若高血壓患者因服藥造成牙周問題，可以尋求牙周病科醫師

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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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疾病 

銀髮族常因牙齒數目減少引起咀嚼力下降、口腔肌肉無力或協調性

不佳，唾液分泌不足等因素造成口腔功能退化，而大幅提高感染吸

入性肺炎的機率。研究指出使用呼吸器的重症患者，若使用抗菌漱

口水漱口，可有效降低發生肺炎的機率。一般住院患者有進行口腔

清潔，可減少約 20%發生肺炎感染而死亡的機會。可見口腔衛生

程度愈好，得到肺炎的機率較低。 

骨質疏鬆 

骨質疏鬆症是一種因骨密度下降導致使個人增加骨折風險的疾

病。隨著臺灣逐漸步入高齡化社會，骨質疏鬆症的盛行率也隨之增

加。長期使用雙磷酸鹽類或 denosumab 治療骨質疏鬆症的病人，

極少數可能有上、下顎骨骨髓炎及骨壞死之風險，而侵入性的牙科

手術，如拔牙、植牙等，也是造成顎骨壞死的一大風險因素。 

面對藥物引起的顎骨壞死，事先防範比治療更為重要。患者在開始

治療前，建議前往牙科或口腔顎面外科醫師接受口腔評估，同時進

行牙結石的清除和潔牙指導。對於任何無法治療或預後不佳的牙

齒，建議在藥物使用前拔除。若需要拔牙，則應在拔牙後 3～4 週

傷口完全癒合後，方可開始進行骨質疏鬆症藥物的治療。在藥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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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期間，若需要進行侵入性的牙科手術，應在經過牙科醫師的謹慎

評估後進行，盡量避免不必要的拔牙或植牙等侵入性處置。需要注

意的是，上述建議雖然無法完全消除顎骨壞死的風險，但在藥物治

療過程中，保持良好的口腔衛生至關重要。建議每 6 個月進行定期

口腔檢查，清除牙結石等口腔護理工作，以減少蛀牙和牙周疾病的

發生，同時也有助於保持良好的口腔衛生狀態，並密切監測是否出

現顎骨壞死情況。 

失智症 

根據一項來自日本的研究，當年齡超過 60 歲且牙齒數量小於 20

顆時，失智的風險會隨之增加。這是因為牙齒的咀嚼作用能夠刺激

大腦，有助於促進腦部運動。因此，定期保護牙齒健康不僅有助於

口腔健康，同時對於預防老年失智症也有所幫助。保留更多健康的

牙齒不僅能夠確保咀嚼食物並獲取充足的營養，還能夠刺激和啟動

大腦的功能。具備良好的咀嚼能力對於預防老年失智症至關重要。

咀嚼能力實際上遵循著「用進廢退」的原則，當食物愈變得軟爛時，

咀嚼能力也逐漸減退。由此，大腦接收的刺激和訊號減少，其功能

也會逐漸減弱，最終可能導致認知功能的損失，甚至是失智症。維

持健康的牙齒可以使銀髮族保持活躍的大腦功能，從而降低失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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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結語 

口腔健康在銀髮族的生活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它不僅影響著

老年人日常的飲食與營養吸收，更與全身健康緊密相連。對於銀髮

族的照護，需要跨領域的合作和專業評估，病患、牙科醫師以及其

他專科醫師之間需要密切溝通合作。希望這些資訊能夠在銀髮族及

其家人、醫療專業人員和社會大眾中引起重視。在臺灣逐漸走向高

齡化社會的當下，進一步提升大家對銀髮族口腔健康的認識，以實

現健康和幸福的老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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