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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学龄前乳牙龋病患儿发生牙科畏惧影响因素 

孙嘉瞳  姚红英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江苏苏州  215000 

【摘  要】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学龄前乳牙龋病患儿发生牙科畏惧的影响因素。方法 通过采用病例研究对在我院诊治的 120 名学龄前乳牙龋病患儿资料进

行调查分析。结果 患儿的牙科畏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龋病严重程度、家长态度、就诊经历等。结论 学龄前乳牙龋病患儿发生牙科畏惧现象的比例较高，

这一现象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以从建立积极的牙医体验、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等方面着手来减少学龄前乳牙龋病患儿发生牙科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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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ntal fear in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primary dental caries. Methods The 

data of 120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caries in primary teeth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by using a case study.Results Their dental fear was influenced 

by several factors, including caries severity, parental attitude, and medical experience. Conclusion The high proportion of dental fear in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primary dental caries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We can reduce the dental fear from the aspects of establishing a positive dental experience and providing 

good family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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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此次调查研究的 120 名学龄前乳牙龋病患儿中，年龄范围在 2-6

岁，平均年龄为 4 岁。其中，2 岁的有 7 名，3 岁的有 12 名，4 岁的有

34 名，5 岁的有 39 名，6 岁的有 28 名。其中男性患儿 60 名，女性患儿

60 名。在此次研究的 80%的患儿来自双亲家庭，其中父母的教育水平以

大学或以上为主。另外，患儿的家庭经济状况普遍正常水平。 

1.2 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探讨乳牙龋病的发生与家长态度、就诊经历等因素的关系，

本研究采用病例研究方法，随机选取了 120 名，男女各半的学龄前乳牙

龋病患儿，并对这些患儿的年龄、性别、家庭背景等特征进行统计，为

了全面了解这些患儿的龋病情况、家长态度、就诊经历等信息，我们采

用了问卷形式。该问卷包含了多个方面的问题，包括患儿的口腔卫生习

惯、饮食习惯、家长对口腔健康的重视程度、患儿的就诊经历等。 

在收集到所有数据后，我们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

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描述性统计方法帮助我们全面了解了患儿的基

本特征和各项指标的分布情况，且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则帮助我们深入

探讨了乳牙龋病与各项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有统计学意义的结论。 

2 结果 

在接受调查的 120 名学龄前乳牙龋病患儿中，有 92 名患儿表现出牙

科畏惧。这意味着在所有龋病患儿中，约 76.7%的患儿存在牙科畏惧；其

中在这 92 名表现出牙科畏惧的患儿中，有 56 名患儿的龋病严重程度较

高曾经感受过牙齿疼痛，表明龋病严重程度较高的患儿更容易产生牙科

畏惧；在这些存在牙科畏惧的患儿中，有 22 名患儿的家长对乳牙龋病危

害程度认知程度较低，患儿未有心理告知预备，患儿的牙科畏惧程度越

高；在既往就诊经历中，这些存在牙科畏惧的患儿中，有 18 名患儿在既

往治疗过程中感受到了强烈的恐惧和疼痛，这表明既往就诊经历中，患

儿对治疗的恐惧和疼痛感受越强烈，其再次就诊时也更容易产生牙科畏

惧。这些数据支持了原文中的观点，说明了学龄前乳牙龋病患儿发生牙

科畏惧的比例较高，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此外，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显示，疼痛感知、牙科就诊经历、家长态度均为影响学龄前乳牙

龋病儿童牙科畏惧发生的因素，详见表 1。 

表 1  影响学龄前乳牙龋病儿童牙科畏惧发生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β值 S.E.值 Wald 值 P 值 比值比 95%可信区间

疼痛感知 0.207 0.289 0.515 0.472 1.231 1.487-20.498

牙科就诊经历 1.241 0.398 9.722 0.001 3.462 1.586-7.557

家长态度 1.378 0.461 8.907 0.002 3.968 1.605-9.809

3 讨论 

3.1 牙科畏惧影响因素 

（1）疼痛感知 

儿童的疼痛感知水平可能因个体差异而异，具体表现为不同的疼痛

阈值和疼痛耐受力。一些儿童可能对疼痛更为敏感，而另一些儿童可能

对疼痛的感知相对较弱，这种个体差异可能与儿童的生理、心理状态以

及过去的疼痛经验等多种因素有关。疼痛感知高的儿童更容易感到牙科

畏惧，对于这些儿童来说，看牙医可能成为一种痛苦的经历，他们可能

会感到恐惧、焦虑或不安，从而导致他们在需要接受牙科治疗时产生抗

拒和逃避行为，从而增加了治疗的难度和痛苦。 

为了帮助儿童克服牙科畏惧，家长和医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首先，

家长可以向孩子解释牙科治疗的重要性，并告诉他们牙医是帮助他们解

决牙齿问题的人。此外，家长还可以在孩子接受治疗前给予他们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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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鼓励，以增强他们的信心和勇气。其次，医生也可以采取一些措

施来减轻儿童的畏惧心理。例如，医生可以在治疗过程中与孩子进行互

动，告知演示后再进行操作，让他们感到放松和安全。 

（2）不良的初次牙医经历 

在孩子们的早期童年时期，一次不愉快的牙医就诊经历，如遭受疼

痛或不适，往往会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的阴影，使他们对牙科产生恐惧

和抵触情绪。这种不良的经历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长期的影响，

导致他们在未来面对牙科治疗时产生持续的畏惧和抗拒，这种畏惧可能

会导致他们错过重要的牙齿护理和治疗，进而可能影响他们的口腔健康。 

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应该密切关注孩子们

的牙科畏惧，并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克服。可以通过教育和心理辅导来帮

助他们理解牙科治疗的重要性，并学习如何应对和治疗他们的牙齿问题。

此外，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还可以通过提供正面的牙科经验，如定期的口

腔检查和牙齿护理，来帮助孩子们建立对牙科的积极印象，从而减少他

们的畏惧和抵触情绪。 

（3）家长对龋病治疗的消极态度 

家长对龋病治疗的消极态度可能会对患儿的牙科畏惧程度产生深远

的影响。当家长对龋病治疗的态度不够积极，比如轻视治疗的重要性，

或者对牙医的信任度不高，这些消极因素都可能传递给患儿。这样的情

况下，患儿可能会感受到治疗的压力和不确定性，从而加重他们的牙科

畏惧感。 

因此，家长对龋病治疗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影响着患儿的

牙科畏惧程度，还可能对他们的治疗配合度和治疗效果产生影响。为了

降低患儿的牙科畏惧程度，家长首先应该调整自己的态度，积极配合医

生的治疗方案，给予患儿更多的鼓励和支持。例如，家长可以在患儿前

往牙科诊所前，通过与医生进行沟通，了解治疗计划和可能的风险，从

而为患儿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同时家长还可以在诊室内陪伴患儿，帮

助其缓解紧张情绪，鼓励其积极配合治疗。 

3.2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学龄前乳牙龋病患儿发生牙科畏惧现象的比例较高，

这一现象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疼痛感知对患儿的牙科畏惧具有

显著影响，随着龋洞的扩大和龋蚀的加深，或曾经的牙髓炎或根尖周炎

发作造成的疼痛感，会使得患儿对口腔治疗的恐惧感逐渐增强。其次，

家长的态度对患儿的牙科畏惧也有重要影响，家长对口腔治疗的态度和

期望可以直接影响患儿的情绪和行为。此外，就诊经历也是导致患儿牙

科畏惧的重要因素，以往不愉快的就诊经历，如疼痛、恐惧等，都会使

患儿对口腔治疗产生抵触情绪。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治疗学龄前乳牙龋病患儿的牙科畏惧，临床医生

和家长应当密切关注以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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