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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正畸治疗前&后心理状态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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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错
!

畸形和正畸治疗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
!

应用症状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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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0

例
+%

$

+1

岁

青少年正畸前&后心理状况进行测量和比较%结果
!

正畸前有
%?.0/X

的青少年存在心理问题!正畸后该比例下降为
,0.>,X

%

正畸前青少年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
-

个因子得分高于全国常模!正畸后青少年仅强迫症状和人际关系敏感因子

得分高于全国常模!焦虑&恐怖得分降低%结论
!

正畸矫治术可使青少年焦虑和恐怖情绪得到明显改善!有益其身心健康发展%

关键词"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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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是心理情感状态变化的最直接的外在反映形式'发

展心理学认为#青少年正处于心理与生理发育的不平衡阶段#

其自我意识高度发展#对自身个性(行为表现极为敏感'错
"

畸形引发的负面身体自我评价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有何影

响/ 正畸这一治疗手段的引入#是否可以改善其自我认知#进

而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是口腔正畸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

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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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少

年正畸治疗前(后心理状况的变化进行了对比研究#以期揭示

错
"

畸形和正畸治疗干预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为在治

疗进程中对患者进行必要的心理护理提供指导依据#以利于错

"

畸形青少年患者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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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选取在某三级医院口腔科就诊的青少年错
"

畸形患者#均为采用滑动直丝弓矫治技术进行固定正畸治疗'

纳入标准!$

+

&年龄
+%

$

+1

岁%$

,

&无精神疾病史及精神疾病家

族史%$

%

&所有患者均同意参与此项研究'

根据文献报道)

+

*

#正畸前青少年有心理问题的比例约为

--X

#预期正畸治疗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比例降至
%+X

#取
(

&̂.&/

#

1

&̂.,

#由公式计算并考虑可能的失访#确定研究样本

为
+,+

例'故本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
+,+

例#完成前(后随访

调查的人数为
++0

例'其中男
/+

例$

-%.?>X

&#女
0/

例

$

/0.&%X

&'

研究时限为
,&&1

年
?

月至
,&++

年
0

月%测量时间点分别

为正畸治疗前以及固定矫治器拆除并佩戴保持器
0

个月'

C.D

!

研究方法
!

研究方案经过医院伦理道德委员会讨论并同

意后实施'在取得患者知情同意后指导患者填写调查问卷'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对研究对象的心理状况进行测量'症状自

评量表共
?&

个项目#每一个项目均采取
&

$

-

级评分$

&^

没

有#

+̂

很轻#

,̂

中等#

%̂

偏重#

-̂

严重&'心理健康水平的判

定标准为!

<!D'?&

的
+,

项因子评分中所有因子得分均
$

,

为

心理健康%有一项因子分值
)

,

#同时
$

%

为具有轻度的心理问

题%只要有一项因子值
)

%

#为有中度或中度以上的心理问

题)

,

*

'

C.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

Q

F79K9%.&

录入数据#采用
<C<<+>.&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统计方法!

*

与常模比较#采用单样本与

总体比较的
:

检验%

+

正畸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C

!

正畸前
<!D'?&

各因子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

样本人群中

共有
-0

例$

%?.0/X

&存在心理问题'其中
%&.,+X

的正畸青

少年存在轻度心理问题#

?.--X

的正畸青少年存在中度或中度

以上的心理问题'由表
+

可见#正畸前青少年在强迫症状(人

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
-

个因子得分高于全国常模#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0,,

重庆医学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表
+

!!

正畸前青少年
<!D'?&

各因子与全国

!!!

常模的比较#

N_@

$

因子
样本量

$

#

&

平均分
常模样本量

$

#

&

常模平均分
!

躯体化
++0 +.-,_&.%1 +%%1 +.%>_&.-1 &.,>/

强迫症状
++0 +.1+_&.-? +%%1 +.0,_&./1 &.&&+

人际关系敏感
++0 +.>>_&./& +%%1 +.0/_&.0+ &.&%?

抑郁
++0 +./?_&.%? +%%1 +./&_&./? &.+&>

焦虑
++0 +./1_&.-? +%%1 +.%?_&.-%

$

&.&&+

敌对
++0 +.-?_&./- +%%1 +.-0_&.// &./>%

恐怖
++0 +.-,_&.-% +%%1 +.,%_&.-+

$

&.&&+

偏执
++0 +.-0_&.// +%%1 +.-%_&./> &./10

精神病性
++0 +.%&_&./+ +%%1 +.,?_&.-, &.1&?

其他
++0 +./&_&./, +%%1 +.-1_&.-0 &.0/>

D.D

!

正畸后
<!D'?&

各因子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

正畸治疗后

共有
%+

例$

,0.>,X

&存在心理问题'其中
,+.0,X

的正畸青

少年存在轻度心理问题#

/.+&X

的正畸青少年存在中度或中度

以上的心理问题'由表
,

可见#正畸后青少年强迫症状和人际

关系敏感因子得分高于全国常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其

余因子与全国常模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表
,

!!

正畸后青少年
<!D'?&

各因子与全国

!!!

常模的比较#

N_@

$

因子
样本量

$

#

&

平均分
常模样本量

$

#

&

常模平均分
!

躯体化
++0 +.-&_&.-+ +%%1 +.%>_&.-1 &./+-

强迫症状
++0 +.>?_&./% +%%1 +.0,_&./1 &.&&,

人际关系敏感
++0 +.>1_&.-% +%%1 +.0/_&.0+ &.&,/

抑郁
++0 +./0_&.-% +%%1 +./+_&./? &.%>,

焦虑
++0 +.-+_&.%/ +%%1 +.%?_&.-% &.0,0

敌对
++0 +.->_&.0, +%%1 +.-0_&.// &.1/%

恐怖
++0 +.%&_&./? +%%1 +.,%_&.-+ &.&?+

偏执
++0 +.--_&.-? +%%1 +.-%_&./> &.1//

精神病性
++0 +.%+_&./0 +%%1 +.,?_&.-, &.0%%

其他
++0 +./,_&.-> +%%1 +.-1_&.-0 &.%>&

D.E

!

正畸前(后
<!D'?&

各因子的比
!

由表
%

可见#正畸前(后

青少年焦虑和恐怖因子
,

个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正畸

后焦虑和恐怖得分低于正畸前'但强迫症状和人际关系敏感

因子得分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

!!

正畸前&后
++0

例青少年
<!D'?&

各因子

!!!

得分比较#

N_@

$

因子 正畸前 正畸后
!

躯体化
+.-,_&.%1 +.-&_&.-+ &.0&&

强迫症状
+.1+_&.-? +.>?_&./% &.01/

人际关系敏感
+.>>_&./& +.>1_&.-% &.1&%

抑郁
+./?_&.%? +./0_&.-% &.-/-

续表
%

!!

正畸前&后
++0

例青少年
<!D'?&

各因子

!!!

得分比较#

N_@

$

因子 正畸前 正畸后
!

焦虑
+./1_&.-? +.-+_&.%/

$

&.&&+

敌对
+.-?_&./- +.->_&.0, &.>,?

恐怖
+.-,_&.-% +.%&_&./? &.&%+

偏执
+.-0_&.// +.--_&.-? &.00+

精神病性
+.%&_&./+ +.%+_&./0 &.1-1

其他
+./&_&./, +./,_&.-> &.0-1

E

!

讨
!!

论

中国青少年恒牙列初期错
"

畸形的罹患率高达
>,.?,X

'

而该畸形给这一年龄段的患者所带来的危害#是仅仅体现在诸

如影响
"

颌面的发育(口腔健康与功能等方面#还是已经延伸

至了其心理认知层面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命题#许多国外研究

者都做了相关的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

%'0

*

'

E.C

!

错
"

畸形青少年正畸前心理健康状况
!

表
+

显示有错
"

畸形的青少年存在较突出的情绪问题#主要表现在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惧
-

个方面#其中以强迫和人际关系尤

甚'这和前人研究结果比较一致)

+

*

'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个人

整体外在形象十分重视#尤其是颜面部是否和谐(对称#常被看

作一个人在社会中是否为他人所接受以及如何认知自身的一

个重要指标'人们在交流过程中需要互相注视对方#而牙列位

于面部的中心位置#易引起对方注意#且牙齿对于容貌(语言(

表情均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因此#牙齿不美观这一认知会

导致人际交往中的敏感(焦虑#这与在错
"

畸形成人被试中得

到的结果一致)

>

*

'同时#青少年时期是对身体自我关注多且不

容易满意的阶段#他们会过分关注牙齿不美观这一负面特征#

造成其额外的心理负担#主观夸大错
"

畸形带来的负面影响#

导致强迫(恐怖的特殊症状'

E.D

!

正畸治疗前(后青少年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变化
!

正畸治

疗前(后患者的心理行为变化众说纷纭'

<9RF

等)

1

*研究发现#

在正畸治疗过程中#患者确实经历了一些心理情感方面的变

化'在本研究中#正畸矫治后的样本人群在焦虑(恐怖
,

个情

绪维度上有所改善#基本达到青少年常模水平'此结果与

$T9

L

J:

等)

?

*和
YJRH9Un

等)

%

*的研究结果基本接近#前者认为#

自我感知的牙列美观与否对人们日常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即有

过正畸治疗史的青少年对他们的口腔健康相关态度和行为都

有积极的改变%后者通过临床病例对照研究也发现#有过正畸

治疗史的青少年较未接受过正畸治疗的同龄人#在日常生活中

更不易受身体(心理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情绪更为稳定'

本研究中#样本人群矫治前(后恐怖和焦虑的状况改善明显#与

常模水平接近#可能和牙列美观的改善有关%但强迫和人际关

系的变化甚微#且仍明显高于常模水平#这可能归结于尽管被

试在主观上能感觉到面部美观程度的改善#自我身体评价提

高#然而青少年阶段的自我概念尚处于发展中#且情绪体验尚

不如成人深刻稳定#令其难以在短时间内将这一评价整合到整

体自我概念中#故仍然表现出对人际状况的担忧'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些研究者持有不同的观点'

$JHJ9T

;

等)

+&

*在一项长达
,&

年的纵向调查后发现#青少年时期接受过

+0,,

重庆医学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正畸治疗的患者对牙齿排列和颜貌满意度增加#但这对他们成

人后的自信心和生活质量却影响并不大%而没有接受正畸治疗

的患者日后也没有出现心理行为问题'本研究及类似结论的

研究都是基于正畸治疗在较短时间内对青少年情绪水平影响

的探讨#即正畸治疗能够在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青少年

情绪水平'而
$JHJ9T

;

等)

-

*在长达
,&

年的研究后才发现正畸

治疗对个体数十年后心理健康状况没有积极作用'由于研究

时限的差异#此结论与本研究结果不同之处并无冲突#且可能

还将成为本研究后续研究的补充解释'此外#个体发展
,&

年

的漫长岁月中#可以影响和左右情绪(认知的因素是多元化的#

正畸治疗的长期效应也可能受到各种额外变量的影响#建议对

此开展设计良好的前瞻性随访研究'

本研究发现#错
"

畸形青少年存在焦虑(恐怖(强迫和人际

关系敏感的心理健康问题#正畸后其焦虑和恐怖情绪得到了明

显改善'如果条件许可#应对错
"

畸形青少年及时实施正畸矫

治术#达到促进其心理健康#提高生命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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