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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牙周病学》教学中的应用，对于培养现代口腔医学生的专业技能、创新思维

和临床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这不仅符合国家对牙周专业人才提出的新标准，而且有助于学生适应数字化

时代对医学人才的新需求。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在《牙周病学》教学中的意义、目标、实施途径、现状

及解决方案，旨在提高口腔牙周病学医学生的诊断能力、治疗技能和终身学习能力，以适应未来牙周病

医疗领域的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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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teaching of 
“Periodont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clinical abilities of modern dental students. This not only meets the new standards set by the 
country for periodontal professionals, but also helps students adapt to the new demands for medical 
talents in the digital ag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goals,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cur-
rent situation, and solu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teaching of “Periodontology”, aim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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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diagnostic ability, treatment skills, and lifelong learning ability of medical students in 
oral and periodontal diseases, in order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future periodontal 
disease medic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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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牙周病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其流行度之广已不容忽视。根据最近的口腔健康流行病学统计，

牙周病的全球负担在 1990 年至 2019 年间显著增加。2019 年，全球约有 10.87 亿人受到牙周病的影响，

年新增病例约为 9151 万，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达到 709 万。这一数据几乎是 1990 年的两倍[1]。2021
年，重度牙周病的全球年龄标准化患病率为 12.5%，预计到 2050 年，严重牙周病的患者人数将超过 15
亿，增幅达到 44.32% [2]。牙周病对人们的口腔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然而，面对这一挑战，牙周专业医

学生的数量却显得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牙周病的有效防治和研究进展[3]。不仅如此，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在牙周病临床诊治中的应用日益增多，包括影像诊断、个性化治疗方案的制定

等，这不仅提高了诊疗的精确性，也为牙周病的早期发现和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4] [5]。并且自 2016 年

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在医疗行业的应用，发布了一系列人工智能医疗的相关政策，为促进人工

智能在医疗行业的应用打下了基础[6]。因此，牙周病临床诊治与人工智能的密切联合，迫切需要培养一

批新型的牙周专业人才，他们不仅要掌握传统的牙周病学知识，还要能够熟练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临

床决策和治疗。然而，目前牙周专业人才的质量尚不能满足这一需求。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通过机械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方法，模拟、延伸和扩

展人类的智能，应用在医学理论、方法及技术的各个方面[7]。在口腔医学领域，无论是临床诊疗还是口

腔教学中，都已经出现了人工智能的“身影”[8] [9]。然而，目前牙周病教学中人工智能的应用还相对缺

乏，这限制了教学模式的创新和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目前我国牙周病学专业医生的培养包括以传统课

堂授课为主的基本理论知识学习、以示范教学为主的技能操作学习。考虑到牙周病学病因复杂、注重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治疗计划因人而异的特点，追求培养方式向现代化，实践化转变至关重要。传统的牙

周病教学方法已无法满足现代教育的需求，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牙周病学教学提供了新的机遇[10]。
因此，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牙周病学教学，对于培养适应未来医疗环境的牙周专业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人工智能融入牙周病学的教学，为提高牙周病学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培养合格的牙周病专业医师

提供新的方法，同时为培养出的牙周病专业医师未来在临床上应用人工智能打下良好的基础。本文旨在

探讨人工智能在牙周病学教学中的意义、目标、实施途径、现状及解决方案，以期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

的学习质量。 

2. 人工智能融入《牙周病学》教学的意义 

2.1. 量化牙周病诊断标准 

牙周病的诊断难度在于其早期症状不明显，量化牙周病诊断标准人工智能在《牙周病学》教学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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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被称为“沉默”的疾病，且其进展缓慢，患者往往在疾病晚期才察觉[11]。牙周病学的教学过程中，牙

周病的诊断也成为一个难点。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深度学习算法，可以快速分析大量的牙周病影像数

据，精确地识别影像学病灶，对病灶的相关参数及属性进行准确测算，作出定性、定量判断[12]。通过数

字化技术将疾病诊疗过程可视化、安全化、简单化，从而有效地提高诊疗效率和准确性[13]。利用卷积神

经网络(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的深度学习技术，通过收集牙周健康人群以及非健康人群的口

内数码照片和临床资料，构建的牙周病早筛模型能通过对口内数码照图像识别，有效辅助非牙周医生对

牙周病进行早筛[14]。这些算法和模型可以帮助学生提高疾病的识别和诊断能力，加深对疾病的理解，使

得口腔医学生具备准确判断疾病阶段和严重程度的意识。 

2.2. 拓宽牙周病学实践技能训练方式 

牙周病学技能操作的难度在于它要求学生不仅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还要熟悉一系列精细的临床操

作技能。但目前，国内口腔医学教育仍以传统模型与头模系统为主，这种模式对于学生技能操作掌握的

帮助有很多不足。目前已经应用于口腔技能教学的虚拟现实技术，如牙科模拟器、虚拟仿真技术因其直

观、不受时空限制、安全性等优势，被视为口腔医学教育的一种先进辅助手段[15]。而远程虚拟教学、智

能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模拟口腔软硬组织与多种疾病实况，利用人机交互系统，实现临床操作

的实时反馈[16]。此外，在牙周病诊治过程中，与患者有效的沟通对于获得全面的疾病信息、提高患者的

依从性以及判断治疗方案均有重要意义，但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实践技能，沟通的训练常常被忽视[17]。一

些 AI 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ChatGPT)，凭借其交互式对话的界面，为各种医疗场景提供了有价值的实

况模拟，对提高牙周病专业学生牙周手术知识的理解能力有极大的作用[18]。 

2.3. 提高《牙周病学》教学效率，促进个性化教育 

《论语》有云：“有教无类”；个性化教育，作为深植于中国文化和教育传统的核心理念，已被国际

学界认同为 21 世纪大学教育的关键趋势[19]。牙周病学作为一个复杂而严谨的大学科目，其教学应当逐

渐增加个性化教育的内容。人工智能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进度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建议，促

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理解能力，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进度方案，帮助他们更

有效地掌握牙周病学的知识。为理论知识教学而设计的人工智能软件，如雨课堂，能够承担一些教学和

评估任务，如作业批改、成绩反馈、课堂学习评价和教学评价，不仅减轻教师的负担，使他们能够将更

多时间投入到教学和学生互动中，还增加了学生学习牙周病学的主动性[20]。 

2.4. 促进口腔医学生科研能力培养 

随着现代口腔医学的快速发展，社会对牙周病学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特别是对高端专业人才的需

求日益增长[21]。科研训练可以促进学生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独立创新的能力，为其未来的学术和职业

发展打下良好基础[22]。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帮助学生了解最新的科研动态和

技术进展，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23]。通过人工智能的应用，学生可以学习如何处理和分析大

量的临床数据，培养数据驱动的决策能力，这在现代科研数据分析方面至关重要。随着在医疗科研领域

的广泛应用，学生通过学习 AI 技术，可以更好地适应未来的科研环境，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3. 人工智能应用于《牙周病学》教学的目标 

3.1. 口腔医学生在牙周病诊疗中的临床思维 

临床诊疗的顺序是通过问诊和检查收集临床信息，进行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牙科认证委员会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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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毕业生必须能够使用批判性思维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24]；而目前的教学活动遵循的逻辑是在确定的

疾病下学习其临床特点，及单纯牙周疾病的治疗方案，因而医学教育教学过程中需要创设临床诊疗情景，

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25]。现有的 AI 辅助诊断模型已经可以通过分析检测牙菌斑、牙龈炎症程度、口内

图像以及根尖片、咬合片和曲面断层片诊断牙槽骨丢失来指导临床医生作出诊断[26]。然而对于牙周专业

医学生来说，牙周病的预防、诊断、治疗、预后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进行临床思维的培养。包括识别和诊

断牙周病，提高对牙周病的分级诊断的准确性；分析牙周病的三维影像数据，辅助确定定性定量的治疗

方案；追踪患者的疾病危险因素；跟踪随访患者的牙周维护等一系列诊疗逻辑。 

3.2. 提升口腔医学生的牙周病学专业技能 

牙周病学涉及对牙周组织结构、生理、病理的深入了解，以及牙周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

等方面的知识。学生需要掌握牙周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技能、牙周基础治疗的临床操作技能，熟悉常规

牙周手术的基本操作要点，并具备与患者流畅沟通的能力。利用 AI 模拟工具提高学生在牙周病治疗中的

操作技能是一个创新而有效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在牙周病治疗中的操作技能，同时确保他们在

安全、受控的环境中获得实践经验[27]。不仅提高了教育质量，还使口腔医学生能够在进入临床实践之前

建立信心和熟练度[28]。然而，目前应用于牙周操作模拟的 AI 工具仍有其局限性，不能完全替代头模等

传统教具[29]。研究 AI 工具对口腔医学生牙周专业技能的提升应成为 AI 融入牙周教学的目标之一。 

3.3. 强化口腔医学生对牙周数据的分析能力 

牙周病的诊断和治疗需要对大量的临床数据进行分析，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深度学习和图像识别能力，

能够快速、精确地识别影像学病灶，对病灶的相关参数及属性进行准确测算[30]。通过 AI 技术处理和分

析临床数据，有助于强化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提高诊疗的精确度，培养学生的数据驱动决策能力。但

是目前关于 AI 数据处理模型的检测显示，与人类考生相比，AI 数据处理系统虽然在记录和回顾已有信

息的能力上十分突出，但面对复杂的数据的临床推理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方面表现得不尽如人意[31]。将 AI
融入口腔医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教学，有利于提高牙周病诊疗质量、优化治疗方案、实现个性化治疗和

推动牙周病学教育科研的发展[32]。同时，这也是人工智能在牙周病教学中应用的主要目标之一。 

3.4. 促进口腔医学生在牙周病学方面的终身学习 

口腔医学领域，尤其是牙周病学，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领域。新的研究、治疗方法和技术不断

涌现，如牙周干细胞再生、牙周激光治疗如牙周生物活性材料的使用[33]-[35]。终身学习可以帮助医学生

跟上最新的牙周病科学发现，最新的牙周病学临床实践指南，以便为患者提供最佳的医疗服务。在竞争

激烈的医疗行业中，持续学习可以帮助医学生获得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比如晋升、专业认证和更多的

工作选择。人工智能可以定期更新模拟工具，以反映最新的牙周病治疗技术和研究进展。人工智能的融

入应该为学生的未来职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以支持学生在毕业后的持续专业发展。 

4. 人工智能融入《牙周病学》教学的实施途径 

4.1. 整合 AI 工具进入牙周病学理论和实践教学课堂 

在牙周病学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中，互联网平台辅助的混合式教学方式已被证实能显著提升学生的牙

周病例分析成绩和临床操作能力[36]。其中使用的一些网络教具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的丰富资源和互动

工具，使学生能够在课堂之外自主学习，同时在课堂上通过实际操作来巩固理论知识。AI 的使用与互联

网工具密切相关，目前已开发出多种 AI 牙周病诊断工具和 AI 操作模拟软件[37]。以互联网工具为依托，

将牙周病临床 AI 工具融入牙周病学课程，使学生在实际学习中使用这些工具，同时将使用情况反馈至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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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以完善 AI 工具在教学中的作用。利用先进的 AI 技术，如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分析牙周病教

学中的难点，设计模拟环境，使其尽可能接近真实操作环境，包括牙齿、牙龈和牙周组织的三维模型，

利用 AI 辅助教学牙周病治疗中的关键技能点，例如牙周探针的使用、牙周刮治、牙周袋的评估等，最终

开发出针对《牙周病学》教学逻辑的 AI 教学软件。 

4.2. 开发师生互动、虚拟医患互动式学习平台  

第一，利用 AI 技术开发互动式学习平台，如雨课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实时反馈。创建交互

式学习模块，并提供实时反馈，帮助学生理解操作的正确性和潜在的错误。利用 AI 分析学生的学习进度

和表现，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调整难度和复杂性，确保学生始终在适当的挑战

水平上学习。定期收集学生和教师的反馈，以改进模拟工具和教学方法，并利用 AI 分析反馈数据，以识

别和解决教学过程中的潜在问题。第二，目前已有软件可以创建模拟临床决策的环境，让学生在模拟病

例中应用 AI 工具[38]。设计多种模拟病例，覆盖不同类型的牙周病情况，以增强学生的适应性和问题解

决能力。还应考虑到紧急情况的模拟，以保证学生具备应急处理能力。利用 AI 工具评估学生的操作技能，

包括精确度、速度和遵循治疗协议的能力，产出详细的评估报告，帮助学生认识到需要改进的学习内容。 

4.3. 跨学科合作 

牙周病学的教学改革不仅仅关系到口腔医学生的培养，也不仅仅是口腔专业师生的努力就能取得成

过，本文虽然意在从牙周病学教学的角度提出方案，但是关于 AI 工具的应用应与计算机科学和数据科学

的合作，共同开发和优化 AI 教学工具。并且鼓励牙科学生与其他健康科学专业的学生合作，以促进跨学

科学习。还可以考虑通过模拟工具，模拟多学科团队合作的场景，提高团队协作能力。或是在模拟工具

中嵌入伦理和法律教育模块，确保学生了解牙周病治疗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并强调患者隐私和同意的

重要性。 

5. 人工智能融入《牙周病学》现状及解决方案 

将“人工智能”和“口腔”作为主题词对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显示有 133 条结果；将“人工

智能”和“牙周病”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知网数据库显示有 10 条结果，其中“人工智能”和“牙周病

学教学”作为主题词，几乎没有相关报道。目前人工智能在《牙周病学》中应用的相关报道之所以罕见，

分析有以下原因：1) 技术应用的局限性：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牙周病学教学中的应用还相对有限，主

要由于缺乏针对牙周病学的专业 AI 教学工具和资源[39]；2) 教学方法的单一性：现有的教学方法可能过

于依赖传统的讲授方式，缺乏互动性和实践性，导致学生对于人工智能教学方式的接受程度和参与度不

高。3) 实践与理论的脱节：《牙周病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目前的 AI 应用更多集中在理论教

学上，缺乏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不能做到渗透课程，课堂不够多样化，对学生来说可操作空间也相

对较弱。针对以上问题，首先要督促开发专门针对牙周病学的 AI 教学工具，如模拟病例分析、虚拟操作

等，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40]。其次要加强牙周专业教师 AI 技术培训，提升他们运用 AI 工
具进行教学的能力，同时鼓励教师进行教学创新。最后，通过 AI 技术，如模拟真实的临床环境，让学生

在虚拟环境中进行牙周病的诊断和治疗，从而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增强学生的互动性和参与

度。通过上述分析和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更好地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牙周病学教学中，提高牙周病学的

教学效果，激发口腔医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 

6. 结论 

人工智能技术在牙周病学教学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诊断和治疗技能，还能够促进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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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学习和科研能力培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 AI 工具融入课程、开发互动式学习平台、模拟

临床决策环境，并鼓励跨学科合作。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牙周病学教学中的应用将越来

越广泛，为培养未来的口腔健康专业人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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