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宝为什么流口水？

流口水医学上称为流涎，是指口中唾液不自觉从口中溢出。在

2岁前，宝宝流口水是一种常见的生理现象。由于宝宝特殊的生理结

构和生长发育导致，但这不代表宝宝年龄小流口水就没有一点问题，

很多疾病都会导致孩子流口水，宝宝口水流得过多也会对身体不利。

唾液的来源及生理作用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小儿口腔生理特点及唾液（口水）来源，足

月新生儿出生时口腔已具有较好的吸吮吞咽功能，口颊部有坚厚的脂

肪垫，有助于吸吮活动。新生儿及 3个月内婴儿口腔粘膜薄嫩，血管

丰富，唾液腺发育不够完善，唾液分泌少，口腔粘膜干燥，故不会发

生流口水。3~4 个月时宝宝的唾液腺分泌开始增加，唾液腺发育和功

能逐步完善，口水的分泌量逐渐增多，5~6 个月时明显增多。人的口

腔内有三对主要的唾液腺：腮腺、颌下腺和舌下腺，另外，口腔粘膜

中还有许多小唾液腺有唇腺、颊腺、腭腺等，位于口腔粘膜层或肌层

内，它们的导管开口于口腔，血管、淋巴管、和神经也同时进入腺内。

这些大、小唾液腺分泌的混合液就是唾液，唾液是无色无味的低渗液

体，每天成人唾液的分泌量约 0.8~1.5L，唾液分泌的调节属于神经反

射性调节，包括条件反射和非条件反射，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支

配。唾液中的水分占 99%，唾液中的有机物主要为粘蛋白，还有免疫

球蛋白，唾液淀粉酶、溶菌酶等，无机物有钾、钠、氯离子等，水和

粘液起润滑口腔的作用，唾液淀粉酶可使食物中的淀粉酶分解为麦芽



糖。溶菌酶，具有杀菌作用。

宝宝分泌出的口水有很大的益处，帮助消化，品尝食物的味

道；保持口腔湿润，作为吞咽和口面部活动中的润滑剂，利于说

话和吞咽。通过清洁口腔减少口腔中呼吸气味，帮助抗菌，预防

龋齿。

宝宝流口水有哪些原因？

1、生理性流涎：生理性流口水有以下原因：①食物刺激，

小儿生后 4~6 月，婴儿以母乳为主要食物，这一时期的小儿口中

没有牙齿，舌短而宽，两颊有较厚的脂肪层，面部肌肉发育良好，

颌骨的粘膜增厚凸起，这些结构特点都对吃奶捉住乳头和协调吸

吮动作十分有利，此时的唾液腺作用不大。4~6 月后，单纯母乳

喂养已经不能满足宝宝生长发育的需要，开始添加辅食，食物对

神经、唾液的刺激较强，使唾液腺分泌功能增强，唾液明显增多。

②乳牙萌出，出牙时会对牙龈感觉产生机械性刺激和神经刺激，

使唾液腺分泌更加多，而此时宝宝口腔较浅，吞咽反射不灵敏，

不能及时将过多的唾液腺吞下，导致唾液在口腔内不断的积蓄而

外流。随着乳牙的萌出，唾液的分泌量会逐渐较为正常，同时牙

槽突也逐渐形成，腭部慢慢增高，口腔底部逐渐加深，能够容纳

更多的唾液，加之吞咽动作逐渐训练成熟，能够将唾液及时咽下，

口水自然停止。

明白了吗？宝宝 1 岁以内口腔容积小，唾液腺开始分泌量大，

加上出牙时会刺激牙龈神经，使唾液分泌增加，但宝宝口腔神经



功能发育不成熟，一下子又不会吞咽过多的唾液，从而造成不自

主地流口水，随着生长发育，大约一周岁以上宝宝流口水的现象

就会逐渐消失。

2、病理性流涎：①辅食添加不及时，有些妈妈错误的认为母

乳喂养的时间越长越好，将母乳喂养延长至一岁以上，未适时添

加辅食，咀嚼能力缺少刺激，这种做法不利于小儿口腔发育。②

腮腺机械性损伤，有些宝宝的父母和亲友出于喜爱，经常捏压孩

子的面颊部，这种做法容易造成腮腺的机械性损伤，导致唾液分

泌量太大超过正常的小儿，从而出现流涎。③口腔炎症，感染性

口炎，手足口病，疱疹病毒引起的溃疡性口炎等。均可刺激唾液

腺分泌旺盛而导致流涎，常伴发热、口痛、烦躁不安，拒食等症

状。④神经系统、先天疾病，唾液腺由交感神经和舌咽神经支配，

主管它的神经中枢在丘脑，因此丘脑的各种损伤和病变都可导致

流涎，如脑炎后遗症，先天性疾病（如 21-三体综合征，先天性

甲状腺功能减退等），常有流涎现象，同时伴智能低下，反应迟钝，

目光呆滞，面容特殊，舌头伸出口外等症状。

宝宝被引起关注的有哪些状况？

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口水起着重要作用，可促进吞咽、刺

激味蕾，保持口腔潮湿，维持口腔和牙齿的清洁，促进嘴唇和舌

头运动等，但是口水偏酸性，含有一些消化酶。宝宝皮肤比较嫩，

当口水流到嘴角、下颌、脖子时，很容易让皮肤的角质层被腐蚀

或导致霉菌感染，产生湿疹、发炎等症状，所以要积极做好颌部



皮肤护理，避免宝宝流口水对于皮肤造成的影响。大多数婴儿一到

二岁以后，在进行大部分的活动时，应不会有流口水，或改变体

位可减少口水溢出。如果宝宝 2 岁以后仍流口水，建议家长到正

规医院儿科让医生检查评估，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流涎的？找到

正确的病因后再对婴幼儿的流口水问题加以治疗或训练。

网传一些通过某些食物来防治口水的办法是否有科学道

理？

生理性流涎无需过多干预，建议适龄添加固体食物利于咀嚼

运动促进口腔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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