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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雨 译 冯海兰 校

摘 要 目的 调 查 在 全 口义齿 随访 患 者 中 ，总 义齿戴 用 时 间 (CDS)与 口腔健 康

相 关 的生 活 质量 (OHRQ。I)之 间 的相 关性 二

材 料 和 方 法 应 用 德 国版 的 口腔 健 康 影 响 程 度 量 表 (oHI P一G)测 量 总

义齿戴 牙 2至IJ51个 月后 仍 保 持 复诊 的 50 名无 牙领 患 者 (平 均 年 龄土标

准 差 :72.5士9.4;年 龄 范 围 :52一91 岁 ，66%为女性 )的 OHRQoL 。研 究 的结

果 是 OHIP一C各 项 的 和 (oHIP一G49; 范 围 0一196) 反 映 了有 特 征性 的

OHRQoL。自变量 有 (l)戴 用 第
一
付 总 义齿 至今 的时 间 ，(2)之前 所戴用 过

的总 义齿 的数 目，(3) 现 有 总 义齿 戴 用 的 时 间 ，和 (4) 戴 用 第
一
付 总 义齿

时 的年 龄 二在 控 制 了年 龄 因素影 响 的前 提 下 ，应 用 ordinary least
一squ盯e

回归分析研 究 自变量 与结 果之 间 的联 系 。

结 果 现有 总 义齿 戴 用 的时 间 ，戴 用 第
一
付 总 义齿 至今 的时 间 ，之 前 所

戴 用 过 的 总 义 齿 的 数 目和 戴 用 第
一
付 总 义 齿 时 的 年 龄 并 不 显 著 影 响

0川又QoL二每 个 自变 量 的 回 归 系数 分 别 为 0.0，95 % cI :一0.1到 0.2;一0.

l，95% Cl:一0.4到 0.3;0.8，95% Cl:一1.5到 3.0;和 0.4，95% cl:一0.1到

0.8

结 论 在戴 用 总 义齿并 保 持 复诊 的患 者 中 ，对 口腔 内无法 避 免 的与无

牙领 、义齿 戴 用 、年 龄 和其 他 因素相 关 的解 剖学 和生物 学 变化 的反应 ，不

会 必 然地 迅 速 转 化 为明显 的 口腔健 康 的变 化 。

全 口义齿 戴 )lJ者 的 OHR().)l极 度 减 弱 ，并 且 其 口面部

区域 存 在 的 问题 要 比可摘 局 部义齿 的戴 用 者 更 多 。天

然 牙 的数 目和 oHItQOL之 间 也 存 在 着 很 强 的 关联 性 ;

无 牙领 患 者 要 L匕固定 义齿 新 修 复 的患 者 存 在更 多 的 口

腔健 康 问题 然 而 ，基 本 没有 什 么证 据 表 明哪些 因素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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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余 留牙都拔除后 以及总义齿戴用后 的 oHRQ()I.。

有研究描述 了戴用总义齿的患者戴牙后直接的生物学

改变 (例如 ，剩余牙槽峙的吸收和粘膜 的变化 )和间接

的功能效应改变(例如 ，咀嚼功能和味觉感受的变化 )

虽然这些变化可能很重要 ，但其影响 OHRQoL的程度

并不清楚 。〕假定这些变化与无牙领患者戴用总义齿的



随 访的 个 11义街患 者 义内城川!IJll ]J
‘
Jll胶健 康 4J] 关的

’
}_于l亏质 {.卜之 户lJ的 tlJ关性

}!寸间 长短相关 ，)Jll么假设 其在较 长的
一段fI寸期 内会对

()HI均()l 产牛负性 的影响就似 乎是合情 合理 J
’
「对研

究结果 ‘「，oHR().，!的某此方 }(lj，例如通常 的
‘}几活质最

或对 义齿的满意度的调查 111以吏清楚地认 识到都有哪

此 ’
J戴 用 总 义 街 时 间 长 短 相 关 的 因 素 会 影 响

()l lltQ。〕L。总 义街的戴用时问 长短 ，成为无牙领 的时间

长短以及第
一次蚁川总 义齿都会对 口腔健康产生可察

觉的影响 日腔 内 与使用年限相关的因素 ，，f能会混淆

这此 关联性 ，然而生理和心理 调节的过程可以改变这

此相关性 本研究的 目的是调杳在
一段时问内能够坚

持 复诊的无 牙领患者 中，时间 长短相关的变 以(第
一次

戴川总义齿至今的时间 ，之 前所戴用过 的总 义街的数

}}，现有总义齿政川的时间 ，戴}}}第
一
付总 义l’ki-时的年

龄 )和 OHRQ()lJ之间是否存在肴明 显的关联

()HIP一G49的分数 与总 义街修 复 前的无 牙领患 者分数

以及 人群 ，1，总 义齿戴川 者 的分数进行 比较 )

研究 以下 四个 自变 量对 。川又Qol的影 响 :

1.现有 总 义街戴用 的时 问 (
“
您现 在 戴川 的这 付 总义

街是 什么fl寸候制作 的?
”
)

2 之前 所 戴!IJ过 的总 义 街的数 目 (
“
之 前您戴用过 多

少付总 义齿?
”
)

3.戴J月第
一
付 总 义齿 至今 的时 间 (

“
您 是什 么时候 开

始戴用第
一
付总 义抹r的

‘
!
”
)

4.戴用第 ·付总 义齿时 的年龄

在本研究 ，1，(:I)、是指 l-卜领 都戴用 总 义齿 ，也就是受

试者是全 日无牙领患者 少i截!日全 口义齿者

材料和方法

统计分析

受试者 ，试验设计和试验设置

本 11介，!术研 究 11勺受 试 者 选 取 在 H。11。一WIll。·，11，L，，·g的

M川lil卜L[川ler大
‘
货修 复利一采川 总 义齿进 行修 复 的无 牙

部l患 者 这 些 患 者 由修 复科 的 所 有 医 生 共 同接 诊 ，山

牙科学 生接 诊 的患 者 则配有 勿
‘
」的教学 人 员负 责 {}轰督

质 址 总 义街 的 哦 牙 「作 完 成 后 ，我 们 建 议患 者 应 该

至少每 年
一
次 回来 复诊 〕我 们 给 在 过 去 的 52 个 月 内

进 行总 义齿 修 复 的 161 名 患 者发 出信 函 ，邀 11李他 们 参

加此 项 研 究 、 其 ‘1，有 20 位患 者山 于外 出 、去 世或 疾 病

缠 身而被排 除 ，有 10位患 者 尽竹 我 们两 次 试图邀 请 但

仍 拒 绝 参 加 余 下的患 者 「!，有 50名 患 者 卜，’J意 参加 此

巧!研 究 受 试 者 的 1.，l应 率 为 35.5%(50/〔161
一20〕)、参

加研 究 的受 试 者 要签 汀知情 同 意 }弓，Mol.ti，1一IL井山ef大

学 的审 查 委 员会通 过 r此 项 研 究 的 申请

采 ]月 l‘)(·ally *eigl、[e〔l、(
。:，tle，下)l。〕ts:1，‘，。，tlling(LOWESs)

进 行 分 析 ，从 而获 得 自变 星 和结 果 之 间 联 系 (可 能 非 线

性 )的 直 观 印 象 LowESs结 合 r线 性 卜a、卜Squa res回

归 分 析 的 简 单 性 和 作线 性 回 归 分 析 的 灵 活 性 。

l()wE努 通 过 将 简 单模 型 适 合 于 数 据 的 局 部 子 集 ，做

到 在 数 据 ，1，的 协
一
点 都 有

一
个 低 度 的 多 项 式 与 数 据 的

子 集 相 匹 配 〔〕结 果 显示 J
’
应 变 量 (也就 是 OHRQoL) 作

为 自变 址 (也就 是 ，义 齿 戴 川 时 间 相 关 的 四 个 变 量 中 的

一
个 )函 数 的 趋 势

鼓 终 的受 试 者 们 完 成 了德 国版 的 英语 口腔 健 康 影 响 程

度 {，赘表 (oHll
，一C)，这 份 敏 表 是 少IJ来 评 估 (川 l丈Q‘)l的

调 查 问 卷 对 于址表 中 的 协
一
个 问 题 ，受 试 者都 会 被

问 及 他 们 所 感 受 到 的影 响 的 发
产仁频 率 。 [lJ以根 据 O一4

的 计 糙程 度 进 行 回答 (o=从 来 没 有 ，l二很 少 有 ，2=偶 尔

有 ，3=经 常 有 ，4=总 是 有 工 OHllQol的 损 害 通 过

()卜111，一G 的 综 合 分 数 (oHIP一C49)进 行 描 述 ，()川 l
〕一c

包 含 J
’
英 文 0川 l’内 的 所 有 49项 (删 除 了 4项 德 国 所

特 有 的款 项 以保 持 其 国际 通 川 性 ) 应 用 CI()llI)a(·h.89

山、ha对 其 内 在 的
一
致 性 进 行 厂充 分 的 研 究 、井且 将

34

第 一 步 ，采 川 l“]归 分 析 (〔、r‘lirlaryleast
一、。11，ares〔OIJS〕)

研 究 每 个 自变 员(或 年龄 )
’
了结 果之 间 的线 性 关 系 。最

终 ，年龄 囚索 被 包 括 在 回归 分 析 中 ，它 与协 个 自变量 和

结 果之 问 的 关联 性 都 相 关 、}川此 ，把 年 龄 囚 素 作 为变量

加 以控 制 后 ItJ研 究 暴 露 !川素 的影 响 。 诊断 回归检 验 了

OLS回归 的假 设 ，尤 其 是 变 星同质 和统 i卜模 型误 差呈

11几态 分 布的假 设

)、认用 统 11软 件 包 sTA
『
I
’
A (S:ata Statisti(·als‘，ftware，

I又eleas。 8，51。tac《〕，
·
p 11

，
)进 行 数 据 分 析 ，

一
类 错 误 的 概

率 在 0.05 水
‘
卜〔

结果

50位 受 试 者 (年 龄 中 位 数 二74 ;四 分 位 数 间 距 =14 岁 ;

中}日日胜}欠学继续教育杂志



随 i)]的 个 }」义 齿患 者 义街戴 用 时 问
’
J!l腔 健康 相 关 的生 活质 墩之 间 的相 关州I(jllll(the

年 龄 范 围=52 至 91 岁 川 ，66%是 女性 受 试 者 的 O川 !

分 数 从 0至 54; 分 数 的 中 位 数 为 13.5 其 中 6名

(12% )受 试 者 是 第
一
次 接 受 曾、义齿 修 复 ，16 名 受 试 者

(32 % )曾 经 戴 川 过
一
付 总 义 i}j ，14 名 受 试 者 (28 % )曾

经 戴 用 过 两 付 总 义齿 ，14名 受 试 者 (28% )曾 戴 用 过 不

到 九付 总 义 街 受 试 者 于 24个 月 (中位 数 )I亩接 受 最 近

一
次 曾、义齿 修 复 ，他 们 第

一 次戴 用 总 义 街时 的年 龄 平

均 为 73岁 ，现 有 的 总 义 齿 平 均 戴 用 r l4.5个 月 ，50%

的 受 试 者 现 有 的 义齿 已戴 川 J
’
6到 26个 月

表 l显小 了低 于和高于 OHIP一G总分 中位数的两组受

试者 中的性 别 、年龄和总 义齿戴用时间的特征变量 的

分布情 况 「OHRQOL损 害更多(在 oHI P一(洱9中位数之

上 与中位数之下 比较 )的受试者 中女性 更 为多见 ，他们

戴用现 有总 义齿 的时间更 长，而且 是在更 短的时间 前

才开始戴用第
一
付总 义齿 的。受试 者的年龄 、先前戴用

总 义齿 的数 日或是患者戴用第
一
付 总义齿时 的年龄 没

有 (或 是不 显著 )差异性

表 l 低 于 或 高 J
几
样 本 的 ()川 P一C 总、分 ‘{，位 数 的 两 组 受 试 者 的 性 别 、年 龄 和 总 义 丙 截 川 时 问 的 特 征 变 鳅

变 精 O川 询 (jL 损
‘
出
一
较 小

(()一13.5 〔)Hll
，一硕;分 f百 )*

OHRQ吐 损
‘
害较 大

(14一54OHIP一G 分 值 )*

性 别 〔女性 )

年 龄 (岁 )

现 有 总 义齿 的 戴 川 日抑 月〔月 )

戴用 第 一
付 曾、义 街 至今 的 时 间 (月 )

钟经 戴用 过 的 曾、义 街 的 数 口

戴J{J第
一
付 总 义 I大(l!、J的 年 龄 (岁 )

56(14)

74(!4)

24(24)

16(22)

2(】)

74(】2)

76(19)

74(13)

36(36)

13(19)

2(2)

73(14)

*数 字 用 %(受 试 者的 数 日 )或 ，1，位 数 (四 份 位 数 l’JlJ成;)来 表小

此 外 ，还 [lT利 用 其 他 的 数 据 来 对 实 验 组 与修 复 前 的 患

者组 以及 人 群 中戴 用 总 义 街 者组 进 行 比较 ，图 l显示

了这 不组 的 数 据 资 料 与实 验 组 相 比 ，人 群 中戴 用 总

义齿 者组 和需 要总 义齿 修 复 的患 者组 的 OHI P一G49中

位 数 更 高 (这 两组 的数 据 分 别 为 23 分/n=96和 29分/

11= 34 ) 本 研 究 受 试者组 的 (川 R().)L损 害 的水 平 与 修

复 前患 者组 一 个 月后 复查 的 水平 十分 接 近 (OHI P一C49

分 ，13 分/n=34)

在临床 l几少个不重要 。当去除最高值后 lrt1归分析 (见图

为 了探 测 在 年 龄 、 与总 义 街戴 川 时 间 相 关 的 变 量 和

OHRQOL之 问 的 ，
，丁能 存 在 的 作线 性 关联 ，我 们 制作 了

带 有平 滑 线 条 的 散点 图 (图 2和 3) _这 此 图形 并 不 表

现 为明 显一 致 的 类 型 、

O[51日l归分析 支持 l钊 2不[]3所 显，J;的直观印象 、分另IJ

分析 与 时 间 相 关 的 变 量 或 是控 制年 龄 囚素后 再 进 行

分 析 的 结 果 表 明 ， 在 与时 间 相 关 的 四 个 变 量 和

OHRQ()L 之 间没有 具 有统 计显著性 的关联 (表 2) 现

有总 义齿 戴 川 的 时 间 、戴 川 第 一付 总 义齿 至今 的时

间 、曾经戴 用 过 的总 义齿 的数 !J和戴 用第 一付 总 义齿

时的年 龄这 四个变 量 的 回归 系数都不 大 ，.叮以认 为其

图 l 戴 用 总 义 齿 的 受 试 者 其 OHRQoL的
“
纵 向

”
变 化 过 程 。 人

群 ，}’受 试 者 的 ()川 l〕一C 总 分 依 (人 群 :OHRQ。〕L显不 为
“
正 常

”
水

平 )与 受 试 扦 修 父 进 程 (修 复 前 :OHRQOL的 水 平 促 使 患 者 前 来

进 行 修 复 ;l，t1(牲修 复 完 成
一
个 月 后 oHRQoL达 到 的 水 平 ) 和 现

有 的 受 试 者 经 过 平 均 14 .5 个 月 的 追 踪 后 的 OHRQOL 水 平

(lmo=现 有 研 究 的 受 试 者 )进 行 比较 。

‘1，1「JI]腔 医 学 继 续 教 了r杂 志





随访的个11义齿患者 义街戴川{讨}ljJ与 口腔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之阳}的相关性﹄

表 2 4个 自变量 分别 与 0川 l
)一G49 之 间相 关性 的 回归分析

自变最与结果之}司

的1}Ll个回归分析

调整年龄囚素后 自变量 与

结果之间的四个回归分析

变量

系 数 (95%Cl) 系数 (95%CI)

81

47

33

47

1

0
八

日口

]

﹃
/

分

气

l

现有总义齿戴用的时间(月 )

戴用第一付总义齿至今的时间(月 )

曾经戴用过的总义齿的数 目

戴用第一付总义齿时的年龄

().()(
一().1 至 0.2)

一0.1(
一0.4 至 0.3)

().8(
一1.5 至 3.0)

().4(
一0.1至 O，8)

0.38

0.56

O一67

162

().()(
一02 至 02 )

一 0.1(
一住 5 至 0.2)

1.1(
一1 1至 3.4)

1.5(
一2.6 至 5.7)

0.24

O一73

O一99

().73

讨论

结果说明在参加复查的无牙领患者中，不论是总共戴

用全 口义齿的时间还是当前总义齿的戴用时间(至少

4年左右)都并不是充分的影响其 oHRQoL的因素。在

修复前组和人群组这两个不同样本组的数据间存在的

差异 ，似乎是支持测量结果的正确性 以及应用测量结

果评估戴用总义齿者的 OHRQOL的能力。所有的 4个

测量的变量与 OHIP 得分间的关系相似

应变量 。川P自身被广泛采用 ，并且与其他相似的测

量方法比较时其反应也是相似的。由于我们并不确定

其余变量(那些与义齿戴用史相关的变量 )的可靠性 ，

因此回归系数的衰减可被忽略

虽然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 ，但是年龄相关变量的作用

接近边缘 了，以至于即使存在着因样本量而造成的 2

类错误(假阴性 )，但任何用较大的样本量可证实的统

计学的显著性差异看起来都不大可能与临床相关。虽

然我们利用获得的数据针对年龄 、性别和现有总义齿

的戴用时间这些可获得的数据进行了非相关性分析 ，

但非相关偏斜的影响尚未完全知晓。相关者和」卜相关

者间的差异不大并且统计学差异无显著性 。此外 ，尽

管总体反应率相对较低 ，但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相关

者和非相关者之间的差异会 导致 OHIP和总义齿戴用

史之间关联的差异 低相关率所产生的偏斜需要非相

关者在年龄相关的变量方面要存在相当的差异 ，但并

不能很好的说明原因。我们并没有依据患者的修复治

疗是由学生在专门的教学人员监督下完成的还是由修

复科医师完成的来分层进行分析 ，这是因为义齿的质

量我们是由统一的标准来进行衡量的。需要强调的是

我们的结果出自能坚持参加复诊的患者。如果无牙领

患者不能坚持参加复诊 的话 ，我们此次报告所研究的

在一段时期 内 OHRQ()IJ是如何被影响的结论会与 目

前所得到的结果存在差异

在考虑没有发现任何相关性 的原因之前 ，明确先前 的

一
个假设可能更 为合理 ，这个假设 是关 于在戴用总 义

齿 后 的一段 时 间 内 OHRQoL的变化过程 。我 们 预期

OHRQo L的变化随时 间变 化呈现 为
“
正 弦 曲线

”
，也就

是说可觉察 的 口腔健康 问题 的水平在较 长的
一段时间

内是不断上下波动的。在本研究 中，以总义齿戴用者

已受损 的 oHRQoL 水平作 为
“
正常

”
基线 ，促使患者就

医时 的主要 问题预计是生物学 的改变 (例如 牙槽 骨 的

吸收 )而造 成的。此时 ，oHRQOL最差而 。川P分值最

高。Allen 等人观察到随后 的修复会改善 oHRQoL，而

OHIP 总分值也会 由于修 复而降低 。某病例 系列研究

中发 现 由于患 者逐 步适 应新调 改后 的总 义齿 ，因此

oHRQo L还能进
一
步得到改善 。在戴用覆盖上愕 的义

齿 的患者 中也发现 了类似的情况 。与新 义齿戴 牙后即

刻的情况相 比，戴牙两个月后 义齿适应的难度显著降

低 。适应完全后 ，oHRQ。IJ达到最佳状态 。这种
“
最佳

”

状态 的 oHRQoL会持续
一段 时间 ，然后逐步地或者

一也

可能是 突然地 (例如 ，由某 突发事件引发 )向平均水平

回落 ，然后降至需要重新修复的水平 ，这就完成 了整个

正弦曲线 。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员会定期对 口腔健康方

面 的问题或是可能引发 问题 的预后 因素进行检测 ，以

避免 OHROolu 的恶化。

乍看起来 ，本研究的结果 :在与义齿戴用时间相关 的变

量之间没有明确的关联 ，似乎是与假设相违背。从本

研 究获得 的结果来看 ，在 比 4年更 长的一段 时期 内

，们国 L1腔 医学继续 教 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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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RQoL基本稳定是有可能的。
一些文献的结果也支

持这一观点 。应用社会人 口统计学和类型特征将这些

变量纳人多变量回归模型中，采用简化OHIP 进行评估

时发现总义齿的戴用时间和无牙领状况的持续时间都

与 OHRQoL之间无关联性 。应用老年 口腔健康评估指

数对 OHRQoIJ进行评估时发现年龄 与 oHRQoL 不相

关 。此外 ，义齿的满意度与 oHRQ()L 之间存在关联 ，其

他一些 关于长期满意度 的研 究也得 出于此类 似 的结

论。Magnusson的研究结果表 明总义齿患者 中的绝大

多数人在戴用新义齿 5年后仍有较高的满意度 。在
一

项关于覆盖义齿戴用者满意度的研究中，即使牙周状

况的评估并不理想并且有相 当数 目的基牙缺失 ，但大

多数的患者在戴用义齿 5到 10 年后仍然感觉满意‘这

可能说 明随着时间的延长 ，患者可 以从生理 (例如 ，通

过肌 肉来控制 )或心理方面来提高 自身的掌控能力 ，从

而部分抵消 了牙齿缺失 、长期戴用总义齿之后所观察

到的生物学改变

齿修复的患者相似 〔」这些结果 与本研究的发现一致 ，都

认为总义齿患者的类型是 0HR(少oL重要 的预报 )

本研 究戴 牙后 的时 问 范 围涵 盖 到 4年 以及 稍 长 于 4

年 很 多患者戴用 同一付总义齿 的时 间要远远 长于 4

年 ，人群 的义齿戴用者在远远长于 4年 的时间段 内，其

oHRQ。)l二和时间之间可能就是
“
正弦 曲线

”
或类似 的关

系。只有在任何解ffJJ学和生物学 的变化超 出 犷患者在

功能运动 中的掌控能 力时 ，患者才会要求修复 。我们要

强调 的是 OHRQ()L 井 不等 同于修 复需要 ，由于其他
一

些原 因 ，较低 的 OHRQ(，L总分值并不必然说 明不需要

修复

结论

总之，心理因素和个人差异因素似乎是义齿满意度的

重要决定因素，OHRQ()L 则有可能会影响满意度 ，其对

满意度的影响程度要强于解剖因素或临床因素。而患

者的期望值似乎有着特别的重要之处。有报道称那些

要求种植修复却采用传统修复方式进行修复的患者 ，

在修 复完成后 其 对 义齿 的满 意度 基 本 没有增 加 ，

oHRQoL 也基本没有改善;而那些要求并接受了种植

体 固位的修复体的患者则获得 了很高的满意度并且

oHRQoL的改善也很显著，这与要求并接受 f传统义

无牙领 、义齿戴用时间 、年龄和其他因素不 叮避免地会

引起 口腔运动 ‘1，的解ftll学和生物学变化 ，而对这些变

化的反应不是必然能迅速转化 为明显的 口腔健康相关

生活质址状况的改变 ，这有可能是心理调节和生理影

响的结果 r」多年 以后 长期 的结果如何 尚未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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