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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应用囊肿塞治器患者的牙科焦虑症调查分析

古秋华!徐镔亭#

!王
!

璐#

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疾病与生物医学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重庆市高校市级口腔生物医学工程重点实验室#重庆

C"##CB

!!

!摘要"

!

目的
!

对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行囊肿塞治器患者的牙科焦虑症患病情况进行调查#并探讨与患者发生牙科

焦虑症可能相关的因素(

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C

年
#!

月来我院修复科就诊的
#GE

例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行囊肿

塞治器治疗的成人患者进行调查#采用改良牙科焦虑量表$

6?'5

%评估牙科焦虑症的发生情况#采用
5D55!!="

软件包对所

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

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行囊肿塞治器患者的牙科焦虑症患病率为
&%=&[

$

#!&

"

#GE

%&

#

!检

验结果显示#各因素组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视觉模拟量表$

>'5

%等级)是否初诊等的牙科焦虑症患病率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

"="$

%&采用
3/

P

-;7-(

回归分析显示#本次调查的因素组中对牙科焦虑症的危险性较大的因素是性别)年龄)

>'5

等

级)是否初诊&

5

K

+)1,)2

等级相关分析显示#

>'5

等级与
6?'5

分级为低度正相关#总体相关系数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

颌

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行囊肿塞治器患者的牙科焦虑症患病率较高(患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态)

>'5

等级)是否初诊与牙科

焦虑症的发生有密切关系#患者经历囊肿开窗术疼痛程度与患牙科焦虑症焦虑水平呈正相关(

!关键词"

!

牙科焦虑症&囊肿塞治器&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牙科焦虑量表&视觉模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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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应用囊肿塞治器患者的牙科焦虑症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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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焦虑症$

*+27)3)2V-+7

8

#

?'

%又叫牙科畏惧

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

+

(

?'

指的是患者在牙科

诊治的过程或某些环节当中#伴随发生了紧张)焦虑

的心理#行为学上出现敏感性提升#和耐受性下降的

现象(不同的人反应程度是不一样的#严重者出现

有牙病而拒绝治疗#或者很不愿意就诊甚至逃避治

疗的情况*

!

+

(

?'

可导致自身的口腔疾患进一步发

展#有可能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目前对于颌骨囊

肿开窗减压术$

4+2+;71)7-/2)2**+(/,

K

1+;;-/2

%术

后应用塞治器的患者#其焦虑症的发生率鲜有报道#

而术后应用塞治器是开窗减压术成功实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

%

+

(联合采用这种治疗方式治疗颌骨囊肿#

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塞治器常用于创口的临时

封闭#使囊肿造口不易因软组织生长过快而闭合#这

是外科手术治疗的延伸#患者的依从性较好(本研

究对我院或外院行颌骨囊肿开窗术后来我科进行塞

治器$图
#

%治疗的患者#采用视觉模拟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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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患者经历囊肿开窗术的疼痛

程度和牙科焦虑症发生情况#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进而探讨可以减轻患者牙科焦虑症的方法(

图
!

!

颌骨囊肿开窗术后及佩戴塞治器后口腔内照

'

"

N

!患者
#

&

?

"

M

!患者
!='

#

?

!囊肿开窗术后
#

周&

c

#

T

!塞治器&

N

#

M

!复诊时佩戴塞治器即刻照

!

!

对象和方法

#=#

!

研究对象
!

选取
!"#!

年
%

月至
!"#C

年
#!

月

来我院修复科就诊的
#GE

例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

行囊肿塞治器治疗的成人患者$有在我院手术#也有

在外院手术后转至我科的%进行调查(年龄
#E

"

E%

岁#中位年龄
C"

岁#平均年龄$

C"=BEX#C=%B

%

岁(其中男
#!$

例$

&%=#[

%#女
B%

例$

%&=G[

%(患

者需表达清楚#调查配合#无精神疾病或认知障碍#

近
#

个月内没有服用抗焦虑或镇静药物(

#=!

!

方法
!

治疗开始前#患者在医生的协助下填写

塞治器患者调查表#内容包含姓名)年龄)性别)婚姻

状况)文化程度)是否初诊)

>'5

等级$对此次手术

操作和术后换药的疼痛程度进行的等级划分%(其

次#患者填写
6?'5

$表
#

%#牙科焦虑分数由医生进

行判定(调查对象分为男性和女性两组#年龄的划

分根据
_Q@

的规定#

CC

岁及以下为青年组#

C$

"

$G

岁为中年组#

&"

岁及以上为老年组&按文化程度

划分为专科及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两组&按就诊次

数分为初次就诊$以往无牙科治疗史#不含因颌骨囊

肿在门诊就诊而收治入院%)非初次就诊两组(

#=%

!

调查的标准
!

患者的焦虑水平是根据
6?'5

的

分值来评价的#总共有
C

项#每项按紧张程度分为
#

"

$

级#总分为
C

分$代表无焦虑%

"

!"

分$代表极度焦

虑%#程度由低到高(

6?'5

的总分值
&

#%

分认定为

无焦虑型&分值
+

#%

分认定为牙科焦虑型&分值越高#

牙科焦虑症的水平越高*

&

+

!

#%

"

#C

分为轻度焦虑型#

#$

"

#E

分为高度焦虑型#

+

#G

分为病态焦虑型*

B

+

(

>'5

评估患者对囊肿开窗术及术后换药过程

的疼痛程度#由患者将经历过的疼痛按照疼痛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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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的标尺上标示出#刻度-

"

.和-

#"

.分别代表

-无痛.和 -最剧烈的疼痛.(疼痛程度总共分为
C

级!

(

级为
"

"

!=$(,

#表示无痛&

)

级为
!=&

"

$(,

#表示轻度疼痛&

*

级为
$=#

"

B=$(,

#表示中

度疼痛&

+

级为
B=&

"

#"(,

#表示重度疼痛*

C

+

(

#=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D55!!="

分析软件包进

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

!检验#对调查的各因素分组

的患病率差异进行分析&多因素
3/

P

-;7-(

回归分析#

对所有显著关联的因素进行分析&用
5

K

+)1,)2

等级

相关分析#研究外科手术后
>'5

等级与
6?'5

分

级之间是否具有等级相关性#以及分析各相关因素

之间的关系(检验水准$

#

%为
"="$

(

A

!

结
!

果

!=#

!

?'

发生率
!

调查
#GE

例患者#其中男性
#!$

例#女性
B%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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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得分
B

分#最高得分
#G

分(平均$

#!=G"X!=!%

%分(其中
+

#%

分者
#!&

例#占
&%=&[

&

&

#%

分者
B!

例#占
%&=C[

(调查人

群中的患病率为
&%=&[

#其中焦虑型
E"

例#占

C"=C[

&高度焦虑型
C$

例#占
!!=B[

&病态焦虑型
#

例#占
"=$[

(在不同分组因素下#

#

! 检验结果显

示#除了文化程度#其他各因素组$性别)年龄)婚姻

状况)

>'5

等级)是否初诊%的
?'

患病率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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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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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组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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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值及组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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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性别 男
#!$ B"

$

$&="

%

$$

$

CC="

%

#!=%GX!="G E=$CC "=""%

女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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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
#C& E$

$

$E=!

%

&#

$

C#=E

%

#!=&GX!=%#

文化程度 专科及以下
#!& BE

$

&#=G

%

CE

$

%E=#

%

#!=E&X!=!" "=CCG "=$"%

本科及以上
B! CE

$

&&=B

%

!C

$

%%=%

%

#!=GBX!=!G

>'5

等级
(

级$

"

"

!$

分%

!! &

$

!B=%

%

#&

$

B!=B

%

##=%!X#=EC !!=%"G "="""

)

级$

!&

"

$"

分%

E% CE

$

$B=E

%

%$

$

C!=!

%

#!=!CX#=EB

*

级$

$#

"

B$

分%

BE &!

$

BG=$

%

#&

$

!"=$

%

#%=&$X!=""

+

级$

B&

"

#""

分%

#$ #"

$

&&=B

%

$

$

%%=%

%

#C=G%X!=EC

是否初诊 是
#!% EB

$

B"=B

%

%&

$

!G=%

%

#%=%"X!=#" B="&$ "=""E

否
B$ %G

$

$!="

%

%&

$

CE="

%

#!=!CX!=!E

!!

6?'5

!

N/1)O

0

;

牙科焦虑量表&

>'5

!视觉模拟量表

!=!

!

6?'5

的分值与牙科焦虑症的相关因素相关

性分析
!

在本次调查中#采用多因素
3/

P

-;7-(

回归分

析#发现因素组中的性别)年龄)

>'5

等级)是否初

诊因素对
?'

的危险性较大$表
!

%(

表
A

!

不同分组因素的
/$

?

*)&*.

回归分析

因素
c 5T _)3* : @I G$[NA

性别
!!

k"=BCE "=%#$ $=&C" "="#E "=CB% "=!$$

"

"=EBB

年龄
!!

k"=CG! "=!CB %=GE% "="C& "=&## "=%BB

"

"=GG#

婚姻状态
k"=%E$ "=%$& #=#&& "=!E" "=&E# "=%%G

"

#=%&E

>'5

等级
"=E%B "=#GC #E=$$G "=""" !=%"E #=$BE

"

%=%BB

是否初诊
"=B!! "=%!% C=GG# "="!$ !="&" #="G%

"

%=EE!

!!

>'5

!视觉模拟量表&

NA

!置信区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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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等级与
6?'5

焦虑水平分级的相关分

析
!

调查的
#GE

名患者中#

>'5

(

级
!!

例#

?'

患

病率
!B=%[

$

&

"

!!

%&

>'5

)

级
E%

例#

?'

患病率

$B=E[

$

CE

"

E%

%&

>'5

*

级
BE

例#

?'

患病率
BG=$[

$

&!

"

BE

%&

>'5

+

级
#$

例#

?'

患病率
&&=B[

$

#"

"

#$

#表
%

%(

5

K

+)1,)2

等级相关分析显示#

>'5

等

级与
6?'5

焦虑水平分级相关系数
3

(

j"=CCG

#

:j

"="""

#说明
>'5

等级与
6?'5

分级为低度正相

关#总体相关系数有统计学意义(

表
E

!

V6C

等级在不同
:K6C

分级中的表达

>'5

等级

6?'5

分级
,

无焦虑型
轻度

焦虑型

高度

焦虑型

病态

焦虑型

发病率

*

[

$

,

"

=

%+

(

级
#& & " " !B=%

$

&

"

!!

%

!

)

级
%$ CC C " $B=E

$

CE

"

E%

%

*

级
#& %" %! " BG=$

$

&!

"

BE

%

+

级
$ " G # &&=B

$

#"

"

#$

%

!!

6?'5

!

N/1)O

0

;

牙科焦虑量表&

>'5

!视觉模拟量表

E

!

讨
!

论

牙科焦虑是口腔治疗中的一种普遍现象#由于

焦虑患者可能提供不准确甚至错误的信息&也有可

能由于焦虑)害怕导致患者不配合治疗#或主动放弃

治疗#从而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期(这可能会造成患

者病情的加重#同时也可能导致患者的一些心理疾

患的发生(研究表明#成年患者在口腔疾患诊治过

程中#外科手术涉及的方面与其他的治疗方式相比#

会引起较高的焦虑水平*

E

+

(颌骨囊肿开窗术后而至

我科就诊的患者#此环节为外科治疗的延续#可有效

阻挡囊腔开窗口过早闭合而导致囊肿复发(从现代

医学的角度#关注这部分患者的焦虑状态尤为重要(

本调查中#牙科焦虑症的发生率为
&%=&[

$

#!&

"

#GE

%(其中轻度焦虑型占
C"=C[

$

E"

"

#GE

%#高度焦

虑型占
!!=B[

$

C$

"

#GE

%#病态焦虑型占
"=$[

$

#

"

#GE

%(

%=#

!

量表的选择
!

N/1)O

*

$

+的牙科焦虑量表应用于

!"

世纪
&"

年代末#用于研究牙科焦虑症对居民口

腔健康与心理和行为的关系(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检查牙科焦虑症的发病情况(杨

少清*

G

+将其适当调整并形成改良的
N/1)O

0

;

牙科焦

虑量表用于牙科焦虑病因研究#获得了良好的效度

和信度(本研究在
N/1)O

0

;

牙科焦虑量表基础上进

行适当调整#在第
#

条目中增加见牙医的目的-进行

囊肿塞治器取模.#第
%

条目中的-牙医正准备牙钻

等治疗器械给你钻牙.改为-牙医正在准备牙钻#托

盘等治疗器械给你预备牙体)取模.#第
C

条目中的

-洗牙的器械.改为-检查术区伤口)牙齿情况和取碘

仿纱条的工具.(形成适用于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

后应用囊肿塞治器患者的
6?'5

(

>'5

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对患者疼痛水平$自

发痛)激惹痛%进行评分的量表#被认为是一种有效)

简洁)可信的一种方法(

%=!

!

不同的分组因素与
?'

患病率的关系
!

%=!=#

!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
!

本次调查

中发现#女性患者的
?'

发病率为
B&=B[

$

$&

"

B%

%#

高于男性的
$&="[

$

B"

"

#!$

%#女性的
?'5

平均分

值$

#%=BBX!=!"

%分#也高于男性的$

#!=%GX!="G

%

分#说明女性牙科焦虑程度要高于男性$

:j

"=""%

%#这和
5

P

O)-1++2

等*

#"

+的研究结论相同#女性

痛阈较低#稍有刺激即可引起不适(也可能与在当

今社会生活中大部分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她们对创

伤更加敏感#更容易形成自我保护有关系(

不同的年龄分组中#青年组$

#E

"

CC

岁%的患病

率最高#达
B%=$[

$

E&

"

##B

%#而且
6?'5

平均分值

也最高$

:j"=""#

%#这可能是因为人们的社会经

验)人生阅历)知识)心理承受能力都是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不断丰富和增加的#这与
6)1

8

)

等*

##

+调查结

果一致#认为年轻的患者更容易焦虑#随着年龄的增

长#焦虑的水平有所降低(

婚姻状态与牙科焦虑症也有关系#未婚人群的

患病率
BE=E[

$

C#

"

$!

%#明显高于已婚人群的患病

率
$E=![

$

E$

"

#C&

#

:j"=""E

%#这与
T

P

L/1

等*

#!

+的

调查一致#可能是由于婚后家庭的支持作用#能帮助

患者应对健康问题#从而患病率低于未婚人群(

本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牙科焦虑症与文化程度无

相关性$

:j"=$"%

%#但
T17+2

等*

#%

+的研究认为与文

化程度呈负相关(结论的不同可能是本研究的调查

对象专门针对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应用囊肿塞治

器患者#而已有研究对象是针对普遍的口腔门诊成

人牙科焦虑症患者(

%=!=!

!

>'5

(是否初诊与牙科焦虑症的关系
!

疼痛

是牙科治疗中患者最畏惧的#依据患者对开窗减压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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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第
%&

卷

术的
>'5

疼痛分级#如表
%

所示#

>'5

(

级的
?'

患病率为
!B=%[

$

&

"

!!

%#患者均为轻度焦虑型&

>'5

)

级的
?'

患病率为
$B=E[

$

CE

"

E%

%#患者中

CC

例为轻度焦虑型#

C

例为高度焦虑型&

>'5

*

级的

?'

患病率为
BG=$[

$

&!

"

BE

%#患者中
%"

例为轻度

焦虑型#

%!

例为高度焦虑型&

>'5

+

级的
?'

患病

率为
&&=B[

$

#"

"

#$

%#患病的
#"

例中
G

例为高度焦

虑型#

#

例为病态焦虑型(且
6?'5

分值随
>'5

的等级增加而增加#

?'

的患病率也随
>'5

的等级

变化存在明显差异#

3

(

j"=CCG

#

:j"="""

#

>'5

的

等级与
6?'5

的分级呈低度正相关关系#也说明患

者外科疼痛程度的高低与牙科焦虑症的分级呈正相

关#外科操作疼痛的等级越高#越容易发生牙科焦虑

症#且患病的等级越高#

'

KK

0b077)2

等*

#C

+的研究也

有类似的结论(

'L1)O),;;/2

等*

#$

+认为#疼痛是众

多原因的根源#患者在牙椅上觉得无助#对可能导致

疼痛#或者不能预料到的事情比较恐惧#甚至担心情

况失控#这些都会加重恐惧程度#如果按病因划分#

牙科焦虑症可分为外源性病因和内源性病因两种(

有研究报道#外源性病因多与患者曾经有直接或者

间接的不愉快牙科诊疗感受有关#而创伤性的牙科

诊疗经历是外源性牙科焦虑症的主要来源&内源性

病因则主要与患者心理失调有关#内源性牙科焦虑

症患者常常需要用药物帮助其控制焦虑情绪#牙科

焦虑症是其在口腔诊疗时内在的焦虑状态的一种具

体表现*

#&

+

(

@/;7+1-2b

等*

#B

+调查发现#在牙科潜在

焦虑刺激调查中#外科手术这种侵入性操作比非侵

入性操作更容易引起牙科焦虑(在消除患者对牙科

诊疗过程无知和误解的同时#尽量在操作过程当中

减少或者控制患者的疼痛#是成人外源性牙科焦虑

症的最主要防治措施(对成人的内源性牙科焦虑症

患者#往往需要医生详细地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必

要时进行系统的心理治疗(平时性格外向)开朗活

泼的患者#常常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应对不良刺

激#有利于不良情绪的舒缓*

#E

+

(

初次就诊患者的
?'

发病率为
B"=B[

$

EB

"

#!%

%#

高于非初次就诊患者的
?'

发病率
$!="[

$

%G

"

B$

%(

初次就诊患者的
6?'5

均值$

#%=%"X!=#"

%分#也

高于非初次就诊患者的
6?'5

均值$

#!=!CX!=!E

%

分(然而#

'

KK

0b077)2

等*

#G

+的调查结果表明#有牙

科治疗史的患者$非初次就诊%比没有牙科治疗史的

患者$初次就诊%的焦虑水平高(结论不同的原因可

能为本研究的患者均为外科治疗的延续#在外科治

疗期间#疼痛的因素不管程度高低#始终存在(

-̀**+33

等*

!"

+也认为在
?'

的人群中至少有
#

次不

开心的牙科经历#特别强调的是#第
#

次的治疗和产

生的焦虑情绪#会在
?'

的发生中发挥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外科的操作与后期塞治器的处理关联性极

强#外科的手术就相当于一次不开心的牙科经历#这

期间如产生焦虑#加上对口腔修复门诊的诊疗程序

不熟悉)对治疗方案不了解)对诊室环境陌生#将导

致其牙科焦虑症发病率高于非初次在口腔门诊就诊

的患者(

综上所述#牙科焦虑症与多种因素相关(对更

广泛的焦虑刺激因素进行评估是进行实证的需要#

也对临床的针对性治疗意义重大(颌骨囊肿开窗术

后的患者由于经历了一次外科手术#对外科治疗的

评价特别是疼痛的感觉#将是其在修复科进行囊肿

塞治器治疗产生焦虑症的最主要原因(对内源型

?'

患者#操作前可以先进行心理治疗#心理障碍克

服后再进行各种临床操作&对外源型
?'

患者#治疗

应在干预相应的外因后进行*

!#

+

(因此#医生在治疗

前应努力营造轻松舒缓的环境#加强与患者的交流#

向患者展示治疗器械及塞治器的样式#进行诊疗流

程的展示与讲解#充分满足患者的知情权#建立医患

之间的信任#传递医务人员的关心#增强患者对医生

的信赖感(治疗过程中医生应善待患者#轻柔操作#

进行适当的语言安抚#从而逐渐消除其焦虑情绪#取

得患者的信任#减少患者的焦虑情绪#让患者能积极

主动的与医生配合#以保证治疗计划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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