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 J Dent Mater Dev 口腔材料器械杂志 2014年第23卷第4期

影响全口义齿期望值与满意度的因素分析

张丁华 吴春云 阮丹平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上海201199)

【摘要】目的分析影响全口义齿修复前期望值与修复后满意度的相关因素，为口腔修复医师提供一

定的参考价值。方法收集临床全口义齿修复患者68例，修复前进行患者的年龄、性别、拔牙时间、拔牙目的、

教育程度、有无佩戴活动义齿经验、对义齿了解程度等因素以及患者在外观、语音、咀嚼、固位稳定、舒

适度等方面的期望值问卷，并在佩戴义齿1个月、3个月以及1年后进行满意度问卷，运用SPSS 13．0统

计软件，采用单因素方差及卜检验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1)女性对咀嚼和舒适度的期望值高于男性，

而男性对外观和发音的满意度更高；2)<55岁组对各方面的期望值偏低，56～65岁组的期望值和满意度均

最高，>66岁组的满意度偏低；3)拔牙时间>3年组对外观和咀嚼的期望值高于其它两组，但各组的满意

度总体无显著差异；4)主动拔牙组对咀嚼的期望值高于被动拔牙组，但后者的各方面满意度高于前者；5)

无活动义齿佩戴经验组对外观、咀嚼、固位稳定、舒适度的期望值高于有经验组，但后者对固位稳定的满

意度更高；6)文化程度初级及以下组对外观、发音、咀嚼、固位稳定的期望值高于高级及以上组，但后

者对咀嚼的满意度更高；7)义齿不了解组对各方面的期望值均显著高于了解组，但满意度中两组无明显

差异；8)1个月时患者对语音、咀嚼、固位稳定和舒适度的满意度低于期望值，但3个月时满意度明显提

高，到1年时，患者对发音、咀嚼、舒适度的满意度要高于3个月时的满意度。以上差异皆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1)。结论全口义齿的期望值和满意度与其个体因素密切相关，VI腔修复医师需要在术前与患

者进行良好的沟通，对特殊患者如女性、老年患者、过早缺失牙者、初戴者、文化程度低者、对义齿缺乏

了解者等在义齿的功能和修复效果上应做更多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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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on patients’expectation and satisfaction for complete dentures

Zhang Dinghua，Wu Chunyun，Ruan Danping

(Central Hospital ofShanghai Minhang District,Shanghai 20 1 1 99)

【Abstract】Objective The factors ofage，gender,period oftooth loss，purposes ofremoving teeth，educa—

tion，previous removable denture experiences and denture awareness on patient expectation before treatment with

complete dentures and satisfaction after treatment were analyzed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dentists．

Methods 68 patients with complete denture treatment took part in this study．Patient’S expectation with aesthet—

ics，speech，chewing ability,denture retention and comfort of wearing dentures was surveyed by the questionnaires．

After the treatment，the satisfaction was also surveyed by the questionnaires at 1 month，3 months and 1 year post-

wearing denture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factors affecting patients’expectation and satisfaction for complete

dentures．All results would be analyzed by SPSS 1 3．0 with ANOVA and t-tests．Results 1．Female patients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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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level of expectation on chewing and comfortableness than male patients，but the latter have higher levels

of satisfaction on appearance and speech；2．Patients less than 55 years old have the lowest level of expectation

on all aspects．Patients aged 56 to 65 have the highest levels of expectation and satisfaction among three groups．

Patients more than 66 years old have the lowest level of satisfaction on all aspects；3．Patients with tooth extrac—

tion more than 3 years have the highest level of expectation on appearance and chewing among three groups，whil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ly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satisfaction on five aspects among three groups；4．Patients who

removed the teeth by plan have higher level of expectation on chewing than those removed the teeth without plan．

But the latter have higher level of satisfaction on every aspect；5．Patients without previous removable denture ex—

periences have higher level of expectation on appearance，chewing，retention and comfortableness than those who

had denture experiences．But the latter have higher level of satisfaction on retention and stabilization；6．Patients

with lower education degree have higher level of expectation on appearance，speech，chewing，retention and sta-

bilization than those with higher education degree．But the latter have higher level of satisfaction on chewing；7．

Patients without dentures knowledge have higher level of expectation on all five aspects than those with dentures

knowledge．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ly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satisfaction on five aspects；8．After 1 month，

the level of patients’satisfaction on speech，chewing ability,denture retention and comfortableness was lower than

expectation．After 3 months，the satisfaction on five aspect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After 1 year,the satisfac—

tion level on speech，chewing and comfortableness was higher than that at 3 month．All the difference above ha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1)．Conclusion Patients’expectation and satisfaction for complete denture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individual factors．Therefore，it’S imperative for dentists to have good communication with pa—

tients before treatment．For the special patients such as female，elders，and the patients lossing their teeth early,

wearing denture for the first time，with the lower level of education，and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denture，the

denture function and repair effects should be explained in detail．

【Key wordsl Complete dentures Expectation Satisfaction

1前言

因为牙周病、龋齿的高发病率，以及人均寿

命的增加、人口结构老龄化等原因，致使我国全

口缺牙人群的比例逐年呈上升趋势。在就诊过程

中大多数牙列缺失患者和医师往往就义齿的适合

程度有不同的认知。虽然有些全口义齿完成后有

缺陷，但患者却相当满意；而当医师认为制作了

一副很完美的义齿时，个别患者却认为很失败；

有活动义齿使用经验的患者会认为新的义齿更容

易适应，但结果有时是相反的【1】。这样的现象提

醒医师，义齿的适合程度不仅与其本身的质量相

关，主要还取决于患者的心理、感情等个人因素

以及治疗前患者对义齿的期望值【2’3】。

本研究通过对无牙骀患者在全口义齿修复前

的期望值问卷，以及佩戴不同时间段后满意度问

卷的调查，分析不同年龄、性别、拔牙时间、拔

牙目的、教育程度、有无佩戴活动义齿经验、对

义齿了解程度等因素，对患者在外观、语音、咀嚼、

固位稳定、舒适度等方面的期望值和满意度的影

响，为临床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2材料和方法

2．1研究对象

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口腔科2011-2013年

间无牙牙合患者68例，男40例，女28例，年龄

51～79岁，平均63岁。要求患者具有问卷填写能力，

自愿参加，无精神疾患、痴呆、局部或者系统性

恶性肿瘤，常年卧床及需受照顾的患者除外。

2．2期望值问卷调查

全口义齿制作前，患者在10cm的视觉模拟评

分尺(VAs)上选择外观及功能上的期望数值，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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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范围为0(最差)～10(最好)分。外观指颜面

的美观程度及微笑时的表现；功能包括语音、咀

嚼、固位稳定、舒适度等4方面。问卷中包含性别、

年龄、拔牙时间、拔牙原因、有无佩戴活动义齿

经验、文化程度、对义齿了解程度等基本信息。

根据问卷，将研究对象进行分组(见表1)。

表1 68例无牙骀患者个人因素分组

+注：主动拔牙指患者在义齿修复前主动意识到有拔牙需求，被动

拔牙指患者在医生建议下才进行义齿修复前的拔牙治疗

2．3全口义齿制作

义齿制作由同一名高年资主治医师完成，包

括术前口腔检查、术前谈话、2次取模等。通过

1～2次修改使义齿的咬糌和边缘等达到标准要求。

2．4满意度问卷调查

在义齿佩戴1个月、3个月以及1年后，嘱患

者再次就诊或电话形式完成满意度问卷，问卷仍

采用VAS方法，包含义齿外观、功能方面的满意

度选择。以1个月的满意度作为本次调查中研究

不同因素对满意度影响的满意度值。

2．5统计学分析

运用SPSS 13．0统计软件，采用单因素方差及

t一检验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3结果

3．1 患者个体的不同因素对全口义齿期望值的影响

由表2可知：①女性对咀嚼和舒适度的期望

值高于男性；②56～65岁组的期望值则高于其它

两个年龄组，<55岁组最低；③拔牙时间>3年组

对外观和咀嚼的期望值高于其它两组；④主动拔

牙组对咀嚼的期望值高于被动拔牙组；⑤无活动

义齿佩戴经验组对外观、咀嚼、固位稳定、舒适

表2患者个体的不同因素对全口义齿的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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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期望值高于有经验组；⑥文化程度初级及以

下组对外观、发音、咀嚼、固位稳定的期望值高

于高级及以上组；⑦对义齿不了解组对各方面的

期望值均显著高于了解组。

3．2 患者个体的不同因素对全口义齿满意度的影响

由表3可知：①男性对外观和发音的满意度

高于女性；②56～65岁组的满意度最高，而>66

岁组的满意度偏低；③拔牙时间的不同对满意度

总体影响；④被动拔牙组的满意度高于主动拔牙

组；⑤有活动义齿佩戴经验组对固位稳定的满意

度高于无经验组；⑥文化程度高级及以上组对咀

嚼的满意度高于初级及以下组；⑦对义齿了解组

与不了解组满意度接近。

3．3全口义齿期望值与佩戴后的满意度比较

在患者佩戴全口义齿不同时间段后，比较修

复前的期望值和修复1个月、3个月、1年后的满

意度之间的差异(见表4)，由表可知：①1个月

时，患者对外观的满意度与期望值相比无统计学

差异(P>0．05)，其它4方面的满意度均低于期

望值(P<O．01)；②3个月时，满意度均高于1个

月时的满意度(P<0．01)；③1年时，患者对发音、

咀嚼、舒适度的满意度要高于3个月时的满意度

(P<O．0】)。

表3患者个体的不同因素对全口义齿的满意度

表4全口义齿修复前期望值与修复3个不同时间段后的满意度

注：该表P值为本次研究中相邻两时间段的满意度或期望值比较，如第4行第4列的P值0．27为外观1个月满意度与期望值的比较

4讨论 誉耋萎蓑嘉}羞言票矍篓芸嘉誓磊鍪姜蠢器蔷型
在全口义齿修复中，患者的口腔解剖形态和 El义齿的支持组织、患者口腔解剖条件与修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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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满意度有直接的关联H】。相反，许多研究发现

解剖条件、义齿质量、咀嚼表现等客观因素对义

齿满意度的影响越来越小【5]。比如解剖条件不佳

的患者，大部分能在修复后进行很好的进食M’7]。

因此，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全口义齿的满意度与

患者个人因素更紧密。

本研究中女性患者对全口义齿各方面的期望

值均高于男性，且在咀嚼和舒适度方面与男性组

相比有统计学差异。而在满意度调查中，男性患

者除咀嚼方面外，其余4个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

女性，且在外观和发音方面与女性组相比有统计

学差异，证实性别差异能影响患者对全口义齿修

复的期望值与满意度，这与Shaoxia Pan等人的观

点一致【8】。另外，TURKER S B【91等认为女陛患者

更注重义齿的美观程度，但这一观点在本研究中

并未得到证实；该学者还认为男性对义齿进食效

果方面的需求高于其它需求，所以在美观及发音

方面容易得到满足，这与本研究中男性患者对外

观、发音满意度较高的结果相同。

年龄方面，56～65岁组的全口义齿期望值和

满意度均较高，说明该年龄组不仅对全口义齿的

期望较高，修复后也能较快适应义齿。一般认为

年轻患者对外观及发音的期望值会较高，但本研

究结果显示<55岁组在外观和发音方面的期望值

反而偏低，这可能与该年龄层的患者因为过早缺

失牙齿而使其心理发生变化有关，具体尚需要进

一步研究。但该年龄组对全口义齿各方面的满意

度高于>66岁组，提示医师在术前谈话中，对该

组人群应进行更多人文关怀，建立该年龄层患者

的修复信心，可以达到良好的修复效果。另外，

>66岁年龄组的各期望值均偏高，但满意度却偏

低，这可能与老年患者自身的口腔解剖条件有关，

也与其身体适应性下降有关，有学者认为老年性、

慢性的消耗性疾病可以使患者对味觉、触觉的敏

感性下降，从而降低义齿的满意度[101。所以在对

老年患者进行义齿修复前应仔细询问其全身身体

状况及系统性疾患，从而对义齿修复效果做合理

的预判和解释。

理论上来说，拔牙时问与患者牙槽嵴的形态

有一定关联，拔牙时间越长，牙槽嵴高度和宽度

下降越明显，患者面容越显苍老。本研究拔牙时

间分组中，>3年组在全口义齿各方面的期望值较

高，且在外观和咀嚼方面与1～3年组相比有统计

学差异，这与该年龄组的患者因为口腔解剖条件

变差而希望通过义齿来恢复面型和咀嚼能力的心

理相符。在满意度结果中，3个组对义齿各方面

的总P值显示无差异，仅<1年组对咀嚼的满意度

低于1～3年组，这可能与前者因为缺牙时间较短，

容易把义齿咀嚼效果与有牙列时的咀嚼状态比较

有关。总体来说，拔牙时问对患者满意度影响不大。

拔牙原因方面，主动拔牙组的期望值均高于

被动拔牙组，且在咀嚼方面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说明因义齿修复需要而主动进行就医拔牙的患者

更希望通过义齿的修复来恢复自身口腔生理上的

功能。而被动拔牙组对全口义齿各方面的满意度

均高于主动拔牙组，且在外观及发音方面两组问

有统计学差异，说明因牙齿不可逆问题拔牙再进

行义齿修复的患者对义齿的要求较低，更易得到

满足。Moltzer⋯1等认为外控型的人群主观意识较

强，他们往往认为自身的口腔问题与假牙及口腔

医师有关，会提出非理性的要求，增加医师的困扰，

因此与内控型相比，外控型患者对义齿的期望值

更高，满意度更低。本研究中主动拔牙患者的目

的明确且要求较高，其心理较符合外控型患者的

心理。

义齿经验方面，无活动义齿佩戴经验组的期

望值高于有经验组，且在外观方面两组间有统计

学差异，这可能与后者在假牙局限性上的认知要

高于前者有关。在满意度结果中，两组患者仅在

同位稳定方面有统计学差异，临床上，我们的确

能发现有活动义齿佩戴经验的患者，即使新义齿

仍经常出现松动脱落的现象，但患者并没有表现

出过多的不适；相反，有些首次义齿修复的患者

即使口腔条件良好、义齿吸附力尚佳，但使用过

程中仅有个别次数的松脱，患者却会产生抱怨。

文化程度方面，初级及以下组的期望值高于

高级及以上组，且在发音方面两组间有统计学差

异；而后者却在外观、咀嚼、固位稳定、舒适度

方面的满意度高于前者，且在咀嚼方面两组间有

统计学差异。Celebic 7 A[121等认为，高学历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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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获取与假牙相关的信息，自身接受能力和

领悟能力较强，更能理解义齿的局限性，所以对

义齿的修复效果不会盲目的期望，相反更易得到

较高的满意度，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对义齿了解程度方面，不了解组的期望值均

超过了解组，说明此患者群希望通过义齿改善面

型外观和口腔功能的主观愿望比较强烈。针对这

样的患者，医师需要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交流，避

免患者产生过高的期望而最终对义齿产生失望。

但在满意度调查中发现，两组的满意度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这可能与医师在全口义齿修复前与患

者的交流较彻底，使其了解全口义齿功能上的局

限有关。

本次调查中，患者对义齿外观的满意度与期

望值相比无显著差异，而在1个月时的满意度显

著低于期望值，这与Fromentin O【131的研究结果一

致。这可能与患者及医师在试牙时即可对全口义

齿的外观进行沟通并及时修改有关。此外，在结

果中还发现，患者佩戴义齿3个月后，其满意度

显著提高，提示全口义齿的适应期在3个月左右，

与Kalk【141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同。而患者对义齿发

音、咀嚼、舒适度方面的1年满意度仍高于3个

月的满意度，说明经过持续适应，3个月后满意度

仍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5结论

综上所述，全口义齿的期望值和满意度与患

者的个人因素密切相关。女性、老年患者、过早

缺失牙者、初戴者、文化程度低者以及对义齿缺

乏了解者等其期望值和满意度过高或过低，这些

人群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医师应花费更多的时

间去了解他们义齿修复的动机以及对义齿的适应

性，纠正个别不合理的要求和期望，正确认知义

齿的局限性，使患者能较快适应义齿。只有医师

和患者在义齿的认知上达到统一，义齿的修复效

果才能使双方都得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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