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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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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旨在调查牙科患者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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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及影响因素!找出减轻牙科焦虑症的方法&方法
!

采用便利抽样

方法选取辽宁省朝阳市中心医院口腔科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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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通过基本资料'改良的牙科焦虑量表"

Z7BK

%'状态焦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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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两个

自制的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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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焦虑组中女性的比例高于非焦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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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正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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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口腔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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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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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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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危险因素$掌握口腔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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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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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用鼓励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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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缓解
7B

的独立保护因素&结论
!

担心医技'口内喷水'影响正常功能'听负面经历'缺乏了解口腔

知识'害怕疼痛都是引起
7B

的常见原因!学习口腔知识'听音乐'打麻药'医护人员多用鼓励的语言是有效缓解牙科焦虑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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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的病因谱*疾病谱发

生了变化#疾病的发生不仅与自身的生物因素有关#也与社会

因素有关$新医学模式的提出#契合了这种趋势#彰显了医学

的本质#新医学模式下的疾病问题#成了医学工作者研究的热

点$牙科焦虑问题是新医学模式下口腔医学领域中的热点问

题之一$牙科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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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7B

"又称牙科畏惧症

!

%C-GL@ICL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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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患者对牙科诊治过程或对其中某些环

节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紧张*害怕或恐惧心理#并伴有交感神经

系统功能亢进#导致患者拖延甚至拒绝牙科治疗和护理$

7B

患者的增多#延误诊治*规避治疗*医疗纠纷等现象频

繁出现(

!

)

$牙科焦虑导致的心理疾病会直接威胁患者的口腔

健康及全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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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B

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英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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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成立了牙科焦虑和恐惧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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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牙科焦虑也给予

了重视#开展了相关研究$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通过数据分析辨识引起和缓

解牙科焦虑的因素#旨在找出有效帮助患者早期接受治疗普遍

适用的方法#从而帮助患者平稳规避这种现象#保证最佳的治

疗时机'更深层地解决医患关系问题#达到医患双赢局面#真正

形成口腔治疗的一种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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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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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试验对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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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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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2(!1

年
2

月到

朝阳市中心医院口腔科就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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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共发放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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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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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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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患者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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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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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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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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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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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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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病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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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个

人问卷形式就诊前发放#患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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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完成后回收问卷$

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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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填写不完整*信息填写有误的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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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盲*有意识障碍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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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等患者$纳入标

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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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以上的成年人'!

2

"患者无精神疾病史及认知障

碍#思路清晰#能如实*独立地完成调查问卷的填写'!

*

"诊疗前

告知患者调查目的#符合患者知情同意$

A)B

!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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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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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使用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个人基

本情况资料调查表'状态焦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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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设计的两个量表#引起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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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的调查表

和牙科治疗前后能够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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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调查表#患者通过自己的

主观感受认真选择填写$

A)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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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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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年龄*民族*居住地*职业*文化程度等#并根据主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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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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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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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组成#每个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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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备选答案#每个选项分值分别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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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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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分数总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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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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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可诊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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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越高

程度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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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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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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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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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项目#是

自评患者平时状态下的焦虑情况$

1

个选项分值为
!

!

1

分#

各题得分相加之和为粗分#粗分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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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舍五入取整数即

得到标准分$标准分的分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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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无焦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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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轻度焦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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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中度焦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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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重度

焦虑状态$引起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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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的调查表以及牙科治疗前后能

够缓解
7B

方法的调查表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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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进行分析#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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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属高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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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探索性研究中#

信度只要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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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接受'在基础研究中#信度至少应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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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接受$通过
K=KK!.)(

软件计算引起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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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的

调查表的
;F&-MLJHL

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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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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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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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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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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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B)A

!

一般情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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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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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缓解
7B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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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的选择
!

本研究主要针对成人
7B

#因而所选样本

人群年龄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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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以上#样本采集于医院口腔门诊各科室#

在患者诊疗前填写表格$考虑到就诊地点*候诊时间*具体病

状*诊疗方式*依从性及量表完成准确性等因素(

1

)

#要获取大量

研究样本困难较大#所以本次调查研究的样本数共
2!(

份#其

中有效问卷
!"3

份#既能较准确地获取
7B

患者的相关信息#

又具有可行性#结论较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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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工具的选择
!

个人基本资料表主要是通过收集患者

的基本情况来做统计分析#统计每个患者的基本情况与
7B

的

关系'

K/BY

的主要作用是评价人平时感受危险状态*应激反应

情绪等#作为验证牙科焦虑量表信效度的检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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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国应用广泛#由杨少清(

3

)将牙科恐惧量表译成中文并做了适

当的调整#兼顾良好效度和信度的量表#此表简单实用#能够精

确评估所有等级的
78

#选择这个表格更能快速*准确地看出患

者
7B

的严重程度'两个自行设计的量表是通过查阅文献#并

在临床实践中通过用询问的方式反馈出的结果制定的量表#通

过两个量表的填写和分析#能够有效地找到引起
7B

的原因和

缓解
7B

的方法$

C)C

!

年龄*民族*性别*文化程度与
7B

的关系
!

此次问卷基

本资料研究发现年龄*民族*文化程度等因素对
7B

的影响无

统计学意义!

!

#

()(3

"$此外#本研究发现#女性更容易患上

7B

(

#

)

#这与国内和国外的研究结果相符#可能是由于女性在社

会生活中扮演弱势角色#相较于男性更敏感和展示自己的

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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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

引起和缓解
7B

的方法
!

本研究自制的量表是此次调查

问卷的创新部分#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通过对两个量表的研究

发现#影响患者
7B

和缓解是一种多因素的心理体验$担心医

技*口内喷水*影响正常使用*听负面经历*缺乏口腔知识*害怕

疼痛(

.

)均会对
7B

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本研究发现掌握

口腔知识*听音乐*打麻药*用鼓励性的语言(

0

)均会使患者
7B

的症状减轻或缓解$临床实际操作中口腔医生要格外注意这

些方面的内容#采取适当措施减轻症状的发生(

"

)

$

综上分析#虽然
7B

与多种因素息息相关#但缓解或减轻

焦虑的方法研究报道较少(

!(/!!

)

#本研究结果表明
7B

是可以通

过一些方法避免的$一方面医生要以强大自身技能为主(

!2

)

#

向患者普及口腔医学方面的常识#给患者以信心#使患者有足

够的安全感'另一方面要采用诸如学习口腔知识*听音乐*打麻

药*用鼓励性语言等辅助治疗的方法#缓解
7B

$总之#要以患

者为中心开展相关治疗#以患者为中心的现代医患关系属于口

腔认知行为治疗!

;[:

"的一种#可以有效地缓解患者
7B

#通

过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性(

!*

)

#使其最大程度的放松#化解+真

实世界,中存在的医患关系问题#促进其和谐发展#这对整个牙

科治疗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连环效应不容忽视$医生要以提

高患者的满意度为己任#适应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的转

变#将
7B

减小到最低#使临床实践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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