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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 5 年前我快要去待產時，曾和

一個看了好多年的自閉症小朋友的媽媽

開玩笑說：「我要冒著生命危險去生小

孩了，希望我們還有下次見面的機會！

」媽媽回我說：「不要開玩笑了！醫師

你不可以死掉，不然以後我們要找誰看

牙齒！」聽完這句話心裡很感動也很難

過，感動的是媽媽這麼地信任我們醫療

團隊，難過的是對於這些特殊需求的患

者，牙科醫療服務資源真的很缺乏，所

以家屬常常要費盡心力才能找到可以幫

特殊需求者看牙齒的醫師。

還好這幾年來，健保局和衛生署陸

續推出鼓勵牙醫師治療特殊需求者的政

策，而牙醫師團體也成立了「身心障礙

者口腔醫學會」和「牙醫師全國聯合會

」，聯合推動牙醫師在這方面專業能力

之教育訓練，因此有越來越多的牙醫師

願意投入特殊需求者牙科門診的服務。

目前全國有 5 家「身心障礙者牙科醫療

服務示範中心」，分別是台北市的台大

醫院、新北市的雙和醫院、台中市的中

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高雄市的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醫院、花蓮縣的慈濟醫院。

而長庚醫院多年來也一直努力向衛生署

申請辦理身心障礙者牙科醫療服務示範

中心，同時也積極的籌備成立「特殊需

求者口腔照護中心」，期望未來可以提

供特殊需求者更完善、更人性化的醫療

服務。

所謂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是指

對於有特殊看牙齒需求的患者，例如兒

童、老年人、身心障礙者、全身系統性

疾病的病人等，提供更方便之牙科醫療

環境及醫療服務。由於特殊需求者的自

我照顧能力較為不足，且常伴隨一些身

心方面問題，進食和口腔清潔都比一般

人來的困難，因此口腔衛生較難維持，

造成齲齒和牙周病的發生率很高，但是

行為配合度不佳或是身體健康狀況不良

，導致接受治療的比率偏低。

針對這些特殊需求者提供的牙科醫

療服務分成三大部分：

一、初診

本院開設之特殊需求者牙科門診，

分為有：兒童身心障礙牙科門診（未滿

18歲）、成人身心障礙牙科門診（18歲

以上），針對患者的需求、口腔狀況和

身心狀況訂定適當的治療計畫，如需會

診次專科（如口腔外科、牙周病科、矯

正牙科）也會另安排專家會診。完成治

療計畫訂立後，將安排後續治療時間。

特殊需求者之牙科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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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療

以事先約診方式進行治療，依照治

療計畫分次處理口腔問題。如果有行為

配合度不佳或是身體健康狀況不良的問

題時，治療往往需配合行為處理，常用

的行為處理方式有：行為誘導─適用於

一般門診，視需要輔以張口器及約束板

；牙科鎮靜麻醉—本院正在籌劃中；全

身麻醉─需術前麻醉訪視，依照患者身

體狀況決定是否可以接受全身麻醉或是

否需要住院。

三、預防

完成所有治療後，需每 3 個月定期

回診檢查、牙科衛教指導、洗牙、塗氟

。努力維持口腔清潔，預防新的口腔疾

病發生，這是最簡單卻也是最重要的一

部分。特殊需求者常常有健康狀況不佳

合併有系統性疾病的問題，而口腔疾病

如蛀牙或是牙周病都是由細菌反覆感染

造成的，這些口腔細菌常常會造成身體

其他部位的感染，例如吸入性肺炎、感

染性心內膜炎等。而健康的牙齒可以幫

助咀嚼食物攝取營養，讓特殊需求者有

良好的生活品質。

目前本院正在進行衛生署補助的「

特殊需求者牙科醫療服務獎勵計畫」，

除了在醫院的特殊牙科門診醫療服務外

，還包括至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替院生定

期口腔檢查衛教與塗氟、至鄰近的國小

特教班和資源班定期口腔檢查衛教、與

其他醫療機構合作的建立牙科醫療轉診

制度、鼓勵接受早期療育個案介入早期

牙科治療，希望可以將特殊牙科醫療服

務做得更好、更廣、更早，全面有效地

維護特殊需求者的口腔健康。

承上圖，該兒童接受全口治療後，恢復牙齒的型態，沒有牙
痛，可以順利進食，也容易刷乾淨

本案例為極重度智能障礙和自閉症兒童，因為抗拒刷牙和時
常含飯，所以有很嚴重的蛀牙，且有牙痛、困難進食的問
題。此兒童沒有語言能力，無法溝通和配合牙科治療，所以
家長決定選擇在全身麻醉下進行全口治療

對特殊需求者和家長進行口腔衛教

衛教潔牙後全口塗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