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外300餘名牙醫師與公衛學者於今（2019）年5月3、4日齊聚

臺中，參與「2019年全球口腔健康學術大會」（2019 Global Oral 

Health Conference）。在國內外學者的見證下，衛生福利部部長陳

時中簽署了「臺灣健康宣言」（Taiwan Health Declaration），為臺

灣口腔醫療照護建立嶄新扉頁。

全球口腔照護菁英齊聚

見證臺灣健康宣言

文／蘇湘雲

去
年我國世衛行動團於瑞士日內瓦世界衛

生大會舉辦期間，同步召開「國際老人

牙醫高峰論壇」，並簽署「Decla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ummit on Geriatric Dentistry for 

Taiwan's Aging Society」宣言。今年衛生福利

部再度與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合作

舉辦「2019全球口腔健康學術大會」，大會以

「Total patient care」（病患全人照護）為主軸，

安排多位國際級專家學者與國內牙醫師、公衛

學者交流，共同探討全年齡層口腔照護議題與

未來展望，在各項討論當中，也充分展現近年我

國口腔醫療照護之優異成果。

多項口腔照護計畫　獲得好評

陳時中在致詞時表示，衛生福利部為了促進國人

口腔健康，多年來致力於服務各年齡民眾口腔保

健，不僅重視弱勢族群、偏遠地區民眾之口腔疾

病預防與保健，也推出多項計畫，包括補助兒童

牙齒塗氟、國小學童含氟漱口水防齲、學童臼齒

窩溝封填、特殊需求者牙科特別門診、牙周病統

合照護計畫等。此外，臺灣也有享譽全球之全民

健康保險制度，在公共衛生政策上的努力，全世

界牙醫界、公衛界皆有目共睹。

在大會中，陳時中也很感謝世界公共衛生協會聯

盟願意與臺灣共同合作舉辦本次學術大會，他也

陳時中（右2）、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謝理
事長尚廷（右1）與國內外貴賓共同簽署臺灣健康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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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臺灣與國際可以有更緊密的交流與合作，臺

灣牙醫師、學者也可學習國外不同面向之整合照

護模式，「讓臺灣的口腔照護政策得以有更全面

性、全盤性、更完善的規劃。」

口腔健康　是全身健康重要指標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指出，世界衛生

組織提出「口腔健康為全身健康之基石」概念，

意味著口腔疾病與全身健康息息相關。比方說，

牙周病與糖尿病具雙向關聯、口內牙齒數目與失

智症風險成反比等，也因此口腔疾病危害不容

小覷，醫界、民眾不應將口腔疾病單純視為局

部問題，而需要更重視口腔照護議題。臺灣邁入

「高齡化社會」同時，包含口腔照護等整合性照

護更是迫在眉睫，未來政府擬定整體健康促進

相關政策時，口腔健康議題也需納入考量。

世界公共衛生協會聯盟出席代表Bettina Borisch

表示，牙醫師往往最貼近病患生活，病患罹患慢

性疾病，或病情產生變化，牙醫師常最先知曉，

若牙醫師與其他科別醫師合作，打破科別藩籬，

共同守護民眾健康，相信必能進一步防治疾病，

並達到健康促進之效。而臺灣有很好的健保制度

作基礎，對於偏鄉口腔疾病防治，亦非常重視，

加上牙醫學系畢業生人數充足，這些因素都能對

牙醫與整體醫學整合產生助益，她對臺灣在口腔

照護與公共衛生政策的落實上，深表肯定。

議題多元　帶來更多啟發

在2019年全球口腔健康學術大會，來自各國的專

家學者擔任不同專題講者，演講主題包括我國菸

檳戒除成效、全民健康保險之照護效益與老人

假牙補助實施方案等重要口腔政策，也含括到宅

醫療、牙周病整合照顧、口腔健康與慢性病系統

觀討論、臺灣口腔癌高危險族群篩檢、咬合力對

高齡人口健康之影響等多項主題，英國國王學院

牙醫學院教授Raman Bedi與日本審美齒科協會

資深牙醫師河原英雄（Hideo Kawahara）等國際

級嘉賓皆參與盛會，活動在國內外學者彼此激盪

想法與意見交流中圓滿落幕。

「臺灣健康宣言」 
(Taiwan Health Declaration)重點
1. 各政府機關及民間協會於制定非傳染性疾
病相關之預防與控制政策時，應利用「整

體健康與口腔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之方

法，並在健康影響評估中全面納入口腔健

康的意義與益處。

2. 將口腔健康篩檢、預防及促進等方案納入
初級保健服務的規劃與實施，以確保所有

民眾皆可得到公平及全面性的口腔健康。

3. 將口腔健康納入健康促進服務及行動等各
種環境中，如幼兒園、學校、職場、長期

照顧機構、軍隊、以及監獄等。

4. 將口腔健康與整體健康進行整合，專業教
育、培訓與研究亦比照整合。

5. 針對整體健康的立法行動上納入口腔健
康，包含菸草控制、有害酒精使用、營養與

肥胖控制、以及全民健康覆蓋（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等。

6. 針對不同年齡層中有關公共衛生教育、
人才培訓、政策發展、行動以及評價等方

面，皆明確強調口腔、全身及社會健康同

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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