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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19，COVID-19）自爆发以来，由于病毒传播能力

超强和潜伏期长，短时间内造成了大量人群感染，

疫情迅速向全球各地蔓延，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突

摘  要

目的：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防疫期口腔急诊患者的焦虑情况及相关因素。方法：

制定口腔急诊患者焦虑调查表，调查 2020 年 2 月至 3 月间到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就诊的 327 名急诊

患者，分析患者焦虑情况和相关因素。结果：COVID-19 疫期就诊患者多以牙痛为主诉（占 63.0%），

64.5% 患者在发病 3 天后才来院就诊，13.5% 患者从发病至就诊间隔超过 2 周。多数患者担心来院就

诊会增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机会。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口腔急诊患者的在疫期的焦虑程度明显

高于其非疫期（P<0.01），且性别和延期就诊对患者焦虑程度的影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COVID-19 疫期口腔急诊患者的焦虑程度明显增加，医生应重视疫情及口腔诊疗方式转变对患者心理产

生的影响，及时给予心理疏导。 

关键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口腔急诊；心理焦虑

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公众心理状态造成了一定影响[1]。

口腔治疗由于其特殊性，医患存在长时间面对

面密切接触，使用高速涡轮手机及超声工作仪等操作

时会产生大量飞沫和气溶胶，相互交叉感染机会大大

增加，为了防控，普通口腔门诊无法正常开诊，这对

口腔疾病患者的体验、认知、治疗和康复等方面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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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影响，特别是给口腔急症患者带来了不少困扰。

本文主要调查COVID-19防疫期口腔急诊患者的心

理焦虑状况、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加强防疫

期口腔急诊患者心理疏导和健康宣教提供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20 年 2 月 24 日～ 3 月 1 日期间到中山大学

附属口腔医院就诊的急诊患者。

2.2  研究方法

于问卷星平台自行设计问卷，包括三部分：

①一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疫

期身份、就诊原因和发病至就诊间隔时间；②根据

Corah’s 牙科焦虑量表（dental anxiety scale, 

DAS）制定 COVID-19 防疫期口腔急诊患者心理

焦虑量表，分为就诊前 5 题和就诊期间 3 题，每

题 1 ～ 5 分，得分越高表示焦虑症状越严重，≤ 7

分为不存在焦虑症状，8 ～ 14 分轻度焦虑倾向、

16～21分中度焦虑倾向，＞21分为重度焦虑倾向；

③原因调查及患者意见。以自愿为原则，收集疫期

口腔急诊患者的一般资料、心理焦虑程度等。整理

数据资料，按患者的一般情况进行分组，分析组间

差异，探讨引起或增加心理焦虑的原因。

2.3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SPSS26 软件进行描述统计、logistics 

回归分析、Pearson 相关分析、配对 t检验、χ2 检

验等统计分析法，P<0.05认为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患者一般情况

2020 年 2 月 24 日至 2020 年 3 月 1 日期间共收

回 327 份问卷，没有无效问卷。327 名口腔急诊患

者的基本情况详见表 1。COVID-19 防疫期到口腔

医院就诊的急诊患者性别比例无明显差异，年龄主

要集中在18～ 60岁（85.3%）之间，本科（55.0%）

及以下（35.2%）学历占比较高。94.8% 患者属于

普通群众，仅少数患者为一线医务人员或防控工作

人员。患者多以牙痛为主诉（63.0%），64.5% 患

者在发病 3 天后才来院就诊，13.5% 的患者从发病

至就诊间隔超过 2周。

3.2  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本文使用的 COVID-19 防疫期口腔急诊患

者心理焦虑量表，信度 Cronbach’sα 系数为

0.852；结构效度 KMO=0.813，Bartlett 球型检验

P<0.001，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可靠性、稳定性

和同质性，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3.3  COVID-19 防疫期口腔急诊患者心理焦虑

的表现

疫情影响下口腔急诊患者就诊前的心理焦虑情

况详见图 1。从图 1可见，52.0%的口腔急诊患者认

为疫情对其情绪具有中度以上影响。当患者在非疫

期和疫期遇到牙齿问题时，表现出中度及以上紧张

图 1  患者就诊前焦虑量表评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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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比例分别为 48.9%和 56.9%，疫期与非疫期

患者心理焦虑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关系（r=0.75，

P<0.01）。患者在非疫期和疫期到口腔医院检查时，

表现出中度及以上紧张情绪的比例分别为 33.6%和

49.5%，疫期与非疫期患者心理焦虑的严重程度呈正

相关关系（r=0.60,P<0.01，表 2）。疫期口腔急诊

患者的焦虑程度明显高于非疫期（P<0.01，表 3）。 

疫情影响下口腔急诊患者就诊期间的心理焦

虑情况详见图 2。从图 2 可见，当医务人员进行体

温测量、口腔诊疗和加强医院消毒时，口腔急诊

患者出现中度以上紧张情绪的比例分别为 15.9%、

22.0% 和 11.6%。焦虑程度明显低于就诊前。

3.4  口腔急诊患者心理焦虑的影响因素

3.4.1  存在就诊可能导致感染的心理负担

COVID-19 防疫期口腔急诊患者到医院就诊

最担心的是增加 2019-nCoV 感染的机会，包括

外出路上 30.6%、候诊 26.9% 和口腔诊疗过程中

31.8%。延期就诊的 254 名患者中有 116 名明显担

忧外出增加 2019-nCoV 的感染机会。

3.4.2  性别、发病至就诊间隔时间的影响

分别分析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防疫期身份、

就诊原因和发病至就诊时间对口腔急诊患者心理焦

虑的影响，发现只有性别和发病至就诊时间对口腔

急诊患者心理焦虑程度有明显影响：不管是非疫期

还是疫期，男性的焦虑程度多数时候明显低于女性，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表 4）。就诊前，发病至就诊

时间越长，患者焦虑程度越明显（表 5）。

3.4.3  就诊后患者心理焦虑的影响因素

疫期口腔急诊患者就诊后患者之所以出现焦虑

图 2  患者就诊期间焦虑量表评分情况

表 1  COVID-19 防疫期口腔急诊患者一般情况

分类 人数（名） 比例（%）

性别
男 172 52.6

女 155 47.4

年龄

小于 18 岁 29 8.9

18-40 岁 193 59.0

41-60 岁 86 26.3

大于 60 岁 19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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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COVID-19 影响下口腔急诊患者非疫期与疫期焦虑程度的比较

非疫期焦虑程度 疫期焦虑程度 t 值 P 值

牙齿出现了问题，您的心情是 2.5±1.2 2.8±1.3 5.74 0.000**

您要到口腔医院进行检查，您会有什么感觉 2.0±1.1 2.6±1.3 8.88 0.000**

*P<0.0，** P<0.01

分类 人数（名） 比例（%）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115 35.2

大学本科 180 55.0

硕士 26 8.0

博士及以上 6 1.8

小区近 2周内是否有病例报告
是 8 2.4

否 319 97.6

防疫期间的身份

一线医务人员 4 1.2

一线防控工作人员 2 0.6

后方防控管理人员 11 3.4

普通群众 310 94.8

就诊原因

牙痛 206 63.0

牙折裂或外伤 20 6.1

长了肿物 18 5.5

牙齿松动 15 4.6

慢性病复诊开药 5 1.5

术后复诊 9 2.8

其他 54 16.5

发病至就诊时间

小于 1天 32 9.8

2-3 天 84 25.7

4-7 天 60 18.3

8-14 天 50 15.3

大于 2周 101 30.9

续表

表 2  COVID-19 影响下口腔急诊患者非疫期与疫期焦虑程度的相关性

Pearson 相关系数 P 值

非疫期与疫期牙齿出现了问题，您的心情是 0.75 0.000**

非疫期与疫期您要到口腔医院进行检查，您会有什么感觉 0.60 0.000**

*P<0.0，**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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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性别对心理焦虑程度的影响

量表项目
心理焦虑程度

χ2 P 值
男 女

就诊前

1. 新冠肺炎疫情对您情绪的影响程度 2.5±1.3 2.6±1.2 6.74 0.457

2. 平时您的牙齿出现了问题，您的心情 2.4±1.2 2.8±1.2 12.26 0.003*

3. 新冠肺炎防疫期您的牙齿出现了问题，您的心情 2.6±1.3 3.2±1.3 20.03 0.000**

4. 平时您要到口腔医院进行检查，您会有什么感觉 1.8±1.0 2.3±1.2 16.44 0.000**

5.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您要到口腔医院进行检查，您

会有什么感觉
2.3±1.2 2.9±1.2 24.25 0.000**

就诊期间

6. 当您走进医院，看到分诊医务人员对您进行相关

调查和体温测试时，您会有哪种感觉
1.5±0.9 1.7±1.0 11.16 0.053

7. 新冠肺炎防疫期，进行口腔治疗有没有增加您的

焦虑或者害怕情绪
1.7±0.9 2.1±0.9 17.87 0.000**

8. 当您在候诊时，因为医务人员加强环境消毒而增

加候诊时间，您会有下列哪种感觉
1.4±0.7 1.5±0.8 6.10 0.085

*P<0.0，**P<0.01

表 5  发病至就诊时间对心理焦虑程度的影响

量表项目 发病至就诊时间 心理焦虑程度 χ2 P 值

就诊前

1. 新冠肺炎疫情对您情绪的影响

程度 

小于 1天 2.1±1.2

34.49 0.000**

2-3 天 2.1±1.2

4-7 天 2.7±1.2

8-14 天 2.7±1.4

大于 2周 2.8±1.2

2. 平时您的牙齿出现了问题，您

的心情 

小于 1天 2.6±1.2

33.72 0.011*

2-3 天 2.2±1.1

4-7 天 2.5±1.0

8-14 天 2.5±1.3

大于 2周 2.8±1.3

3. 新冠肺炎防疫期您的牙齿出现

了问题，您的心情

小于 1天 2.5±1.3

28.28 0.000**

2-3 天 2.4±1.3

4-7 天 3.0±1.2

8-14 天 2.9±1.3

大于 2周 3.1±1.3

4.平时您要到口腔医院进行检查，

您会有什么感觉

小于 1天 2.0±1.0

18.91 0.173

2-3 天 1.8±1.0

4-7 天 2.3±1.1

8-14 天 1.9±1.1

大于 2周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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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项目 发病至就诊时间 心理焦虑程度 χ2 P 值

就诊前
5．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您要到口腔

医院进行检查，您会有什么感觉

小于 1天 2.3±1.0

24.23 0.014*

2-3 天 2.3±1.2

4-7 天 2.8±1.1

8-14 天 2.6±1.3

大于 2周 2.7±1.4

就诊期间

6.当您走进医院，看到分诊医务人

员对您进行相关调查和体温测

试时，您会有哪种感觉 

小于 1天 1.3±0.6

23.22 0.75

2-3 天 1.7±1.1

4-7 天 1.5±0.7

8-14 天 1.4±0.8

大于 2周 1.6±1.0

7. 新冠肺炎防疫期，进行口腔治

疗有没有增加您的焦虑或者害

怕情绪

小于 1天 1.8±0.8

12.47 0.069

2-3 天 1.7±0.8

4-7 天 2.0±0.9

8-14 天 1.8±0.9

大于 2周 2.0±1.0

8. 当您在候诊时，因为医务人员

加强环境消毒而增加候诊时间，

您会有下列哪种感觉

小于 1天 1.3±0.6

11.82 0.883

2-3 天 1.5±0.7

4-7 天 1.4±0.7

8-14 天 1.4±0.7

大于 2周 1.4±0.8

*P<0.0，** P<0.01

续表

情绪，大多数与医患沟通和口腔诊疗相关，具体包

括治疗结束口腔不适（25.9%）、被告知需复诊进

一步治疗（26.4%）和医师没能完全解决患者问题

（20.9%）。对于防疫期部分口腔诊疗项目不能开诊，

无法完全解决患者的问题，92.4% 的口腔急诊患者

表示理解。

4  讨论

由于 2019-nCoV 传播能力强、潜伏期长、存

在无症状感染者及具有人传人特征，在防护不佳的

情况下院内感染率高达 41%[2]，这使其对人们身心

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安定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成为

全球瞩目的焦点问题。由于大家对 2019-nCoV 认

识不全、口罩等防护物资紧缺、封城以及各种禁令、

各种虚假信息和谣言等，公众表现出种种焦虑相关

行为，在日本甚至出现政府工作人员自杀病例 [3]。

因此，2020年 1月 2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

原则的通知》明确指出，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疫情

防控整体部署，以减轻疫情所致的心理伤害、促进

社会繁荣稳定 [1]。2019-nCoV传播途径主要有呼吸

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

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

可能 [4]，这与口腔诊疗密切相关。因此，为防止交

叉感染，阻止疫情扩散，全国多地口腔医院和综合

医院口腔科相继发布了暂缓常规门诊的通知，这给

口腔疾病患者心理上造成不少影响。

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采用 SCL-90 等通用心

理量表对人群的心理状态进行测评，而牙科恐惧

症 (dental fear，DF) 的测试工具主要有 Coarh’s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20 年 7 月　第 23 卷　第 4期

205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牙科焦虑量表 (Coarh’s dental anxiety scale，

DAS) 和牙科畏惧调查量表 (dental fear survey，

DFS)[5]，在疫期，这些量表都存在针对性不强的问

题。因此参考 SARS 疫情的自编量表和问卷 [6,7]，

以及 DAS 量表，我们编制了 COVID-19 防疫期口

腔急诊患者焦虑调查表，以针对性评估本次疫情与

特定人群心理状态的关系。

DF 普遍存在于口腔门诊患者中，发病率高达

48%[8]，与本研究中非疫期 48.93% 患者出现中度以

上焦虑情绪基本吻合；而疫期出现中度以上焦虑的

患者明显高于非疫期，说明疫情确实增加了口腔急

诊患者的心理焦虑。非疫期存在 DF 的患者，在疫

期表现出更明显的紧张不安。因为疫情当前，口腔

急诊患者既要承受口腔疾病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

又要面对疫情造成的心理上的担忧。值得注意的是，

心理健康与口腔疾病症状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口

腔心身疾病的代表性综合征包括有灼口综合征、非

典型牙痛等，这些症状通常被认为是由精神或情感

因素导致。因此在 COVID-19 疫情下，该类患者

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产生较大的心理应激反应，

需要口腔医师特别关注 [9]。本研究发现性别和发病

至就诊时间的长短对口腔急诊患者心理焦虑程度有

明显影响，不管是非疫期还是在疫期，女性的焦虑

程度明显高于男性，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更感性，相

对情绪化，容易受到紧张情绪的传染 [10-11]；另外在

就诊前，患者发病至就诊时间越长，其焦虑程度越

明显，因为口腔疾病一般不能自行好转，特别是牙

痛患者，后期症状持续，夜间加重，严重影响睡眠，

患者身体承受痛苦的时间越到极限，情绪将越不 

稳定。

由于本研究调查期间医院仅开放加强急诊，而

且诊位有限，每日患者数量约 100 人，排除部分患

者不愿意接受调查和老年患者不懂操作，一周后总

共收回 327 份问卷，样本量可能偏少，但从每天的

数据看，患者的心理焦虑趋势基本一致。所以我们

提出疫期口腔急诊患者的心理干预措施及建议：①

通过网络、公众号平台和刊物等途径宣讲气溶胶的

定义及其在疾病传播中的作用等知识，使患者正确

认知口腔诊疗的特殊性以及气溶胶在呼吸道传染病

流行期间对健康所构成的潜在危害，除做好个人防

护外，诊疗过程中积极配合医护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②增设预检筛查和加强环境消毒等防控措施，保障

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安全，降低患者的担忧。③网络

义诊和咨询服务有着安全性、持续性、服务广泛性

和方便性等特点。疫情发生以来，我院持续完善和

加强互联网医院口腔疾病免费义诊及在线咨询服

务，希望给予患者专业的家庭口腔护理指导，帮助

患者采取针对性措施缓解疾病症状以及疾病对心理

状态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④医务人员应担当起心

理援助者的角色，及时转变治疗观念及方式，从安

抚患者情绪的角度给出个性化建议，以减少心理因

素对口腔急症的影响 [9]。重点关注女性和延期就诊

的患者，避免因为患者过度焦虑影响医患沟通及诊

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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