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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 目的是确定牙周维护期的患者对超声洁治和手工洁治的喜好

程度。 3个诊所的 469 名患者回答了含 13 项 内容的问卷。结果表明对

超声洁治的喜好程度高 (74% )。 由于这种偏爱而增加依从性的可能性

被讨论。

牙周文献 中有众多的证据表 明牙周积极治疗后维护治

疗 至关重要 。 Nyman等发现经 牙周 治疗 而 未维 护 的

牙周袋易复发 。其他学者还发现对于依从性差 的患者

骨丧失增加 ，导致较多的牙齿丧失 。Wilson 等报告依

从性较好 的患者牙齿丧失较少。一项 10 年的观察也有

类似的发现 :未坚持牙周维护治疗 的患者探诊深度进

一
步增加 ，牙齿丧失也较多 。一项非手术治疗 的研究

表 明随着依从性 的降低 ，大于 smm的牙周袋深度和数

目增加 ，并导致较 多的牙齿丧失。

80年代 以前 ，超声洁牙机尖端 的设计 只能用于去除跟

上牙石 、菌斑和色素。在 可更换工作头的超声洁牙机

上应用改 良的工作尖端能较有效地去除所有眼下根面

上的菌斑 、牙石。研究显示应用这些改 良的工作尖端

较手动刮治器更能接近牙周袋底 ，根面损伤小 ，术者不

易疲劳。当冷却水接触到振动的超声尖端会产生空化

活动。这种空化活动可以去除工作尖达到部位甚至较

远处的菌斑和其他的根面刺激物。

牙周维 护期 的依从性 对 于牙周科 医生来 说 是一 个挑

战。临床研究表 明患者 的依从 水平从 16%到 40%不

等 。这些研 究显示 接受手 术 治疗 的患者依 从水 平最

高。NovaeS发现在接受非手术治疗 的年轻男性患者 中

非依从率最高 (80% )。在 医疗 和牙科领域 ，当患有慢

性疾病并且认为该疾病不威胁生命时 ，患者
一
般 只遵

守三分之一 的就诊时间。该作者通过改变就诊程序将

患 者 的依 从 性 从 1984 年 的 16% 提 高 到 1991 年 的

32% 。

1996年世界牙周病专题研讨会总结如下 :

由于技术 、时间以及术者和患者忍耐力 的要求 ，借助器

械完成的洁治和根面平整技术应该易于操作 ，并能高

效去除菌斑和牙石 ，这 已成 为普通 牙科 医生的愿望 。

进一步来讲 ，若可作 出选择 ，临床医生将 会选择
一种既

能达到预期 目的而又能减少对根面损害的器械 。

美国牙周病协会也指出，因为对特殊机械治疗技术的

态度会影响患者对治疗方案的依从性 ，患者对机动洁

牙机与手动器械的接受程度就尤为重要 ;但奇怪的是

几乎没有比较不同类型器械舒适度的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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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器械 的喜好程度 。

材料和方法

每位 患 者 签 署 知情 同意 书 ，共 有

469名 24岁到 86岁的患者 回答 问

卷。问卷 的设计有利于获得有意义

的统计分析 。每位患者在就诊的当

时无记名 回答 问卷 ，放人有特殊标

记 的箱子里 、〕

为 了评 价患 者对有 特殊 工作端超

声洁牙机的喜好程度 ，观察患者在

3个诊所临床操作 中的情况。每位

患 者均接 受过 手 动 洁治 和超声 洁

治 ，其 中在 2个诊所的复诊的全部

时 间在超声 洁 牙机上用 改 良的工

作尖进行洁治 ，除非有禁忌证 。第

三 个诊 所 在 牙周维 护期 复诊 次数

中 85%时间用上述超声洁治 ，15%

时间用手动洁治。

. 手动洁治

. 超声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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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所有问卷项 目对手动洁治和超声洁治接受程度

易接受超声洁治 ，绝大多数的反映是其有较好 的去除

效果 (项 目 1)，痛苦小 (项 目 ro)，效率高 (项 目 11)。

在 前 2个 诊 所 中各 有 150 名 患 者 回答 问卷 ，第 三 个 诊

所 167 名 患 者 回答 问卷 。所 有 受 检 者 平 均 年 龄 59.4岁

(标 准差 10.4，中值 60，范 围 24岁 到 86 岁 )。 第
一
诊

所 患 者 年 龄 显 著 高 于其 他 2个 诊 所 。3个 诊 所 患 者 平

均 年 龄分 别 为 62 .7岁 、58 .6岁 、56 .9岁 。60 % 受 检 者

为女 性 。3个 诊 所 性 别 分 布 无 显 著 差 异 。

结果

用 多元推理 回归模 型来 确定何种 因素与超声 洁治总

体的接受程度最相关 。每个项 目分为接受超声和不接

受超声两部分 。建立在逐步回归模型基础上的最终模

型列于表 2，其 中有效的清除能力 (项 目 1)、刺激声音

小 (项 目 6)、清爽的感觉 (项 目7) 、总体疼痛小 (项 目

10)、效率高(项 目 11)、较少四处喷溅(项 目 12)等项均

与患者对超声洁治总体接受程度高有关。

与手 动 洁治 比较 患 者对 超声 洁治有较 强 的接 受程度

(74% )(表 l，项 目 13)。易于接受超声洁治是 因为其有

效 的清除牙石能力 (项 目 l)、刺激声音小 (项 目 6)、清

爽的感觉 (项 目 7)、总体疼痛小 (项 目 ro)、效率高 (项

目 11)、较少 四处喷溅 (项 目 12)。

问卷总体反应的频率列于表 1。独立的卡方检验用于

比较患者对手动洁治和超声洁治的接受程度。首先用

卡方检验分析问卷各项 目中 5条选择内容或 3条选择

内容的比例。然后再用卡方检验分析所有问卷项 目中

对手动洁治和超声洁治接受程度的差异 (图 1)。总体

上，超声洁治在所有方面均明显好于手动洁治。患者

在不 同诊所对各项反映的频率也列于表 1。用独立卡

方检验 比较不 同诊所对不同方法的差异 ，其中 2个诊

所在牙周维护期治疗 的全部时间内，在超声洁牙机上

用改 良的工作尖进行洁治 ，结果表明对超声洁治接受

性较强 。第三诊所总体上对超声 洁治接受程度并不

高 ，并没有反映出超声洁治具有有效的清除能力 、恶

心机会少 、刺激声音小 、较清爽的感觉 、较少的敏感

性 、总体效率高等优点 。第三诊所对超声洁治的接受

程度没有第一 、二诊所高。 然而图 2表明总体对超声

洁治的接受程度很高。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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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超声洁治总体接受程度了f关的多元推理回归因素

因素(项 目号) ()D值 95% ，lJ信 区 l司 ，，值

治外不再补充做手工洁治的诊所

中对超声洁治的接受程度较高。

有效的清除能力(l)

接受度相同或愿意手动洁治

愿意超声洁治

噪音小(6)

接受度相同或愿 泣手动洁治

愿意超声洁治

感觉清爽(7)

接受度相同或愿意手动洁治

愿意超声洁治

疼痛小(10)

接受度相同或愿意手动洁治

愿意超声洁治

效率高(11)

接受度相同或愿意手动洁治

愿意超声洁治

四处喷溅少(12)

接受度相同或愿 念手动洁治

愿意超声洁治

1.00

7.36 3.】0，17.4 以 ).001

00

77 04，22.0 0.045

00

82 2.30，14.7 城).()01

1.00

3.27 0.010

O0

75 2.37 13.9 试).001

随机对照研究将进一步证实患者

对这种超声技术 的接受程度 。本

研究 中本身也可能存在无反应 的

偏差 。拒绝接受超声洁治的患者

可能 已离开诊所而没有参加本研

究 ，所 以他 们 的 观 点 并 没 有 包

括 。尽管存在这种无反应偏差 的

可能性 ，但本研究样本量大且 为

多中心调查 ，提供 了令人信服 的

证据 ，说 明这种超声技术可代表

患者更愿接受的一种洁治方法。

0O

5l 31，15.5 0.017

.手动洁治
— .无接受倾向 —

.超声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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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怕疼痛是 牙科治疗依从性差的

主要原 因。使用这种超声技术可

能 增 加 牙 周 维 护 期 患 者 的依 从

性 ，因绝大多数人反映其痛苦较

少。患者还感 到其 四处喷溅 的机

会少。一个原 因可能是纱布上无

血迹 (无需用纱布擦拭超声尖端)

或漱 口时不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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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牙周诊所 采用特殊设计 的问

卷力求确定患者对手工洁治和超

声 洁治的喜好程度 ，结果显示对

超声洁治的接受程度高(图 3)。患

者感觉这种技术刺激声音小 、感

觉清爽 、总体疼痛小 、效率高 、较

少 四处喷溅 。对超声洁治的接受

程度高可 以显著提高维护期患者

的依从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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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总体上答卷者对超声接受程度高
致 谢 作 者 对 JudithDoerr 女 士 在 文 章

准 备 中给 予 的帮 助 深 表 谢 意 。

问卷结果表明，与手工洁治相比患者更愿意易接受超

声洁牙机上使用改 良的工作尖进行洁治。在除超声洁

(图 3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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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所有答卷者对超声的接受程度

中华 口腔医学会会员发展工作将在全国推行

中华 口腔医学会 自成立后便着手会员登记及会员发展工作 ，但 由于种种原 因各省 、直辖市 口腔医学会 的成立进展

缓慢 ，从而影响到此项工作 的进展 。到 目前为止全 国只有 12 个省 、直辖市进行 了会员登记 及发展会员 。

会员是学会工作的基础 ，会员发展与管理工作的滞后严重影响到学会正常工作 的开展 ，为此在学会第二届理事会

第九次常务理事会上再次研究 ，决定总会介人此项工作 ，推动此项工作 的进程 。现总会 已拟定 出
“
中华 口腔医学会

会员发展与管理办法
”
(讨论稿 )及

“
中华 口腔医学会会员 申请 、会 费收缴及管理办法

”
(讨论稿 )，待常务理事会审议

通过后即将实施 。

广 大 读 者 可 通 过 中 华 口 腔 医 学 网 查 询 有 关 事 项 ，网 址 为 www.Cnd ent.c()In

中华 口腔医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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