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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正畸治疗对大学生情绪、牙齿关注度及幸福感等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方法：通过问卷调查

法对168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按照正畸情况分为已完成正畸治疗组、进行中组、和未开始组，采用

牙齿关注度、焦虑、自尊、人格、主观幸福感相关的量表进行测量分析。结果：① 已完成组的效果满意

度高，焦虑负性情绪显著低于未开始组；② 进行中组的被试对矫治结果的期望值显著高于未开始组；③ 
正畸治疗情况对牙齿关注度的影响不显著；④ 牙齿关注度与人格中的神经质、尽责性和开放性维度呈显

著正相关；⑤ 牙齿关注度得分与主观幸福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结论：① 正畸治疗降低了大学生的焦

虑负性情绪，并且提高了大学生对矫治结果的期望值，但是没有降低大学生的牙齿关注度；② 牙齿关注

度与人格和主观幸福感有关。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关于正畸心理的研究，同时，更好地联系实际，为

日后的心理干预提供了指导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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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negative emotions in college students’ anxiety during ortho-
dontic treatment, so as to provide some help fo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behavior shaping 
in the process of orthodontic treatment in the future. Method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
ducted on college students in a school.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s of orthodontics. The scales related to dental attention, anxiety, self-esteem,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ere used for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and the effective data of 168 
subjects were obtained. Results: ① The completed group had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results, 
and the negative emotion of anxiet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unstarted group; ② 
The expected value of the treatment result in the middl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unstarted group; ③ Dental atten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neuroticism, conscien-
tiousness and openness. ④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ore of 
dental attention and the scor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clusion: ① Orthodontic treatment can 
reduce the negative emotion in the anxie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expectation of the 
results of orthodontic treatment, but it does not reduce the atten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② 
Tooth attention is related to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re-
search on orthodontic psychology in theor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guidance for futur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better connection with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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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正畸(Orthodontics)是一种通过矫正牙齿、解除错牙和畸形来美化牙齿的治疗手段。越来越多客观上

不需要正畸治疗的个体也由于各种原因选择正畸，追求美观。那么，正畸治疗对于这部分人群的心理健

康有什么影响？接受正畸治疗会令个体更幸福吗？ 
国内现有针对正畸治疗对个体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较少。已有少部分研究多关注患者在治疗过程中

的情绪变化，发现正畸治疗疗程长，复诊次数多，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表现出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曾吟

新等, 2013；刘学，2009；张怡等，2004)，且易怒和自卑(舒丹等，2018)。但这些研究多在专科医院或口

腔科室开展，调查环境压力较高，有可能引发受访者的状态性焦虑；且研究对象多选取三年内在本院接

受治疗的正畸病患，没有明确其测量时所处的正畸阶段，调查对象之间的同质性较低。 
同时，个体对牙齿的主观态度比牙齿的客观状况更能有效预测该个体正畸后的心理状态。研究发现，

牙齿关注度，即个体主观感知到的牙齿对自身人际关系及美观的影响程度(黎治红等，2018；全春天等，

2011)，不仅会影响患者对治疗方案的选择(张冠凝等，2020)，也与其后续生活满意度和自尊有关(Kalha, 
2011)，与个体的神经质和外倾性等人格特质高度相关(王瑞芳，2017；左晶媛等，2017)。但尚未有研究

直接探讨正畸治疗、牙齿关注度、自尊和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 
基于此，本研究以接受或准备接受正畸治疗的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横断面的研究设计，按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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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情况对受访者分成未开始组、进行中组和已完成组，测量个体的牙齿关注度、焦虑、自尊、人格、主

观幸福等相关心理因素量，检验正畸治疗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本研究假设正畸治疗会降低个体的负

面情绪但不会影响个体的牙齿关注度和主观幸福感，牙齿关注度与个体的人格特质有关，与个体感知到

的自尊和主观幸福感有关。 

2. 对象与方法 

2.1. 被试 

本次调研基于滚雪球和方便抽样，以 277 名高校大学生为被试，在各大网络平台进行招募，并通过

问卷星收集数据。其中不想接受正畸治疗的被试人数为 109 名，纳入后续分析的有效被试 168 名(年龄 M 
= 20.23, SD = 1.535; 147 名女性)，包括未开始正畸组 65 人，进行中组 49 人，已完成组 54 人。被试组成

情况见附录。 
正畸情况在性别、年龄、学历、年级、专业类型、是否独生子女和居住地上不存在差异，ps > 0.116；

在家庭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F (2, 274) = 3.800，p = 0.024, η2 = 0.027。其中，进行中组(M = 2.76, SD = 1.548)
和已完成组(M = 2.69, SD = 1.163)的家庭收入水平没有差异(p = 0.774, d = 0.051)，均高于未开始组(M = 
2.30, SD = 1.149；进行中 p = 0.023, d = 0.337；已完成 p = 0.045, d = 0.337)。 

2.2. 研究程序 

本研究通过线上平台问卷星发放问卷进行施测。除了量表的问题外，问卷中还包括以下内容：① 是
否想要正畸治疗；② 已经进行多长时间；③ 佩戴的矫治器类型；④ 对疼痛的忍受度；⑤ 记忆中是否

有不愉快的牙科就诊经历；⑥ 选择正畸的原因；⑦ 对矫治结果的期望；⑧ 对治疗完成效果的满意度。 

2.3. 研究工具 

2.3.1. 牙齿关注度 
采用牙科审美社会心理影响量表(PIDAQ) (Klages et al., 2006; 全春天，包柏成，2011)中的社会心理

影响亚表进行测量。中文版牙齿审美社会心理影响量表(PIDAQ)则能很好的反映个体正畸治疗需求的不

同程度(闫颖等，2013)，包括四个亚表，分别为：1) 牙齿自信；2) 社会影响；3) 心理影响；4) 审美关

注。其中，社会影响是评估人际关系的敏感度，即害怕自己牙齿暴露的相关反应；审美关注是评估对自

身牙齿图像的否定程度(黎治红等，2018)。在 PIDAQ 量表中，社会心理影响指标比牙科审美指标更能反

映个体的正畸治疗需求(全春天等，2011)。社会心理影响亚表共有 7 个条目，如：“我担心别人会对我的

牙齿做出侮辱性的评论”，采用 5 点 likert 式量表，1 = 一点也不，5 = 非常强烈。本研究采用 7 个条目

的加总平均值作为牙齿关注度水平。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α系数为 0.920。 

2.3.2. 自尊量表(季益富，于欣，1999) 
共 10 项，如：“我感到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至少与其他人在同一水平上”。采用 4 点 likert 式量

表，1 = 非常符合，4 = 很不符合。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α系数为 0.710。 

2.3.3. 极简版中国大五人格问卷(Zhang et al., 2019) 
共 15 项，如：“我对人多的聚会感到乏味”，采用 6 点 likert 式量表，1 = 完全不符合，6 = 完全

符合。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 α系数为 0.841。 

2.3.4. 改良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陈淑，2011) 
共 15 项，7 项负性情绪条目，8 项正性情绪条目，如：“心情平静”，“约束”，采用 4 点计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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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 = 完全没有，4 = 非常明显。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α系数为 0.847。 

2.3.5. 主观幸福感量表(Lepper, 1999) 
共 4 项，采用 8 点计分方式，0 = 不是一个很幸福的人，7 = 是一个很幸福的人。该量表在本研究中

的 α系数为 0.578。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取出特征值大

于 1 的因子共 11 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17.295% (小于 40%)。故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有关正畸的基本情况 

① 在纳入分析的 168 名被试中，有 65 人(38.7%)想要进行正畸治疗，有 49 人(29.2%)被试正在进行

正畸治疗，有 54 人(32.1%)已经完成了正畸治疗；② 在进行中组，已经进行 1~6 个月正畸治疗有 14 人

(28.6%)，6~12 个月有 7 人(14.3%)，12~18 个月有 10 人(20.4%)，18~24 个月有 18 人(36.7%)。被试选择

正畸的原因和佩戴矫治器的类型，由于此内容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故详细信息请查看附录。 
③ 未开始组、进行中组被试对矫治结果的期望均值为 77.88 ± 17.85；④ 已完成组共 54 名被试，对

正畸治疗完成效果的满意度均值为 73.85 ± 19.62；⑤；关于两组对疼痛的忍受度和不愉快的就诊经历，

详见表 1。 
 
Table 1. Pain tolerance and unpleasant dental visits 
表 1. 对疼痛的忍受度和不愉快的牙科就诊经历 

分组 
对疼痛的忍受度 不愉快的牙科就诊经历 

良好 一般 较差 有 无 不清楚 

进行中(n = 49) 23 (46.9%) 22 (44.9%) 4 (8.2%) 20 (40.8%) 28 (57.1%) 1 (2.0%) 

已完成(n = 54) 24 (44.4%) 25 (46.3%) 5 (9.3%) 25 (46.3%) 24 (44.4%) 5 (9.3%) 

3.3. 正畸治疗与焦虑负性情绪、对矫治结果的期望和效果满意度 

焦虑负性情绪在正畸各组间的差异显著，F(2, 165) = 4.259，p = 0.016，η2 = 0.049。但焦虑正性情绪

的差异不显著，F (2, 165) = 0.212，p = 0.809，η2 = 0.003，即未开始组的焦虑负性情绪(M = 13.95, SD = 5.02)
显著高于进行中组(M = 11.94, SD = 4.38, p = 0.023, d = 0.427)和已完成组(M = 11.70, SD = 4.39, p = 0.009, 
d = 0.477)。 

本研究发现焦虑负性情绪还在不愉快的牙科就诊经历，t (95) = 2.054，p = 0.043，d = 0.421，疼痛忍

受度，F (2, 100) = 4.409，p = 0.015，η2 = 0.081，上存在差异，同时，负性焦虑情绪与人格中的开放性(r = 
0.165, n = 168, p = 0.033)、神经质(r = 0.285, n = 168, p < 0.001)等因素有关，详见表 3。除此之外，正畸进

行中组和已完成组在不愉快的牙科就诊经历(z = −0.108, p = 0.914, Φ = 0.011)和对疼痛的忍受度(z = 
−0.279, p = 0.780, Φ = 0.027)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且人格在不同正畸情况中也不存在显著差异，ps > 0.08。
并且，进行中组对矫治结果的期望值(M = 82.16, SD = 17.19)显著高于未开始组的期望值(M = 74.65, SD = 
17.79)，t (112) = −2.266，p = 0.025，d = −0.432，详见表 2；通过单样本 t 检验，将已完成组对治疗完成

效果的满意度(M = 73.85, SD = 19.616)与均值 50 相比较，结果差异显著，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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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expectation of orthodontic outcome in the unstarted group and the middle group 
表 2. 未开始组和进行中组对矫治结果的期望 

分组 
对矫治结果的期望 

M SD t p Cohen’s d 

未开始(n = 65) 74.65 17.79 
−2.266 0.025 -0.432 

进行中(n = 49) 82.16 17.19 

 
Table 3. Correlation matrix between variables 
表 3. 各变量间的相关矩阵 

  M SD 1 2 3 4 5 6 7 8 

1 负性焦虑情绪 12.64 4.73 1        

2 牙齿关注度 2.72 1.05 0.259** 1       

人格 

3 宜人性 12.99 3.03 0.031 0.112 1      

4 开放性 10.57 3.22 0.165* 0.189* 0.363** 1     

5 外向性 10.09 3.16 −0.058 −0.119 0.024 0.167* 1    

6 尽责性 11.92 2.88 0.124 0.152* 0.485** 0.423** 0.011 1   

7 神经质 11.11 3.29 0.285** 0.310** 0.194* 0.174* −0.385** 0.296** 1  

8 主观幸福感 17.79 4.72 −0.161* −0.190* 0.343** 0.047 0.244** −0.008 −0.416** 1 

9 自尊 29.17 4.40 −0.221** −0.150 0.284** 0.168* 0.223** 0.165* −0.306** 0.403** 

注：*p < 0.05，**p < 0.01。 

3.4. 牙齿关注度与正畸治疗、人格、主观幸福感和自尊的关系 

牙齿关注度得分在正畸各组中的差异不显著，F (2, 165) = 0.750，p = 0.474，η2 = 0.009。但牙齿关注

度得分与人格中的神经质(r = 0.310, n = 168, p < 0.001)、尽责性(r = 0.152, n = 168, p = 0.050)和开放性(r = 
0.189, n = 168, p = 0.014)维度呈正相关；牙齿关注度得分与主观幸福感得分呈低度负相关(r = −0.190, n = 
168, p = 0.014)；但与自尊得分的相关边缘显著(r = −0.150, n = 168, p = 0.052)，详见表 3。 

4. 讨论 

大学生已然成为自主消费正畸的主力人群。本研究通过对处于正畸不同治疗阶段的大学生开展问卷

调查，发现正畸治疗降低了大学生的负性焦虑情绪，提高了大学生对矫治结果的期望，与幸福感无关；

但另一方面，正畸治疗并未降低个体的牙齿关注度，牙齿关注度与人格有关，与幸福感存在相关性。该

结果提示，正畸治疗虽然可以在客观上美化牙齿状况，但是无法降低个体主观上对牙齿的关注；而只有

降低主观上对牙齿的关注度才能提升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自尊。 

4.1. 正畸治疗降低了大学生的焦虑负性情绪，提高了大学生对矫治结果的期望 

由结果可知，正畸进行中组和已完成组的焦虑负性情绪显著低于未开始组，且被试的焦虑负性情绪

在不愉快的牙科就诊经历、对疼痛的忍受度上有差异，并与人格因素有关。这提示我们，负性焦虑情绪

可能在接受正畸治疗的过程中得到缓解，但要排除个体差异的影响。 
由于正畸进行中组和已完成组在不愉快的牙科就诊经历和对疼痛的忍受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且人

格在不同正畸情况中也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可以排除被试焦虑负性情绪的变化是由牙科就诊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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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疼痛的忍受度和人格因素引起的。所以，本研究可以尽可能地说明被试焦虑负性情绪的降低是正畸治

疗带来的积极影响。并且，由结果可知已完成组对治疗效果感到满意。因此我们认为，正畸治疗可以对

大学生产生积极影响，缓解其负面情绪。 
通过对矫治结果的期望值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正畸进行中组对矫治结果的期望值显著高于未开始

组的期望值，这表明正畸治疗提高了被试对结果的期望。成人患者由于自主意识强、对医嘱的依从性强、

正畸愿望强、矫治目的明确、且矫治需要更迫切，这些有利的心理因素常会导致成人正畸患者的矫治疗

程比预期过程要短，可以看出成人正畸患者在整个正畸过程中是充满期待的，随着正畸治疗的逐渐进行，

患者的牙齿形态和面部容貌不断改善，生活满意度不断提高，这些阶段性的疗效也会成为良好的反馈，

进一步提高患者对矫治结果的期望。 
从其他方面来看，由于被试焦虑程度与不愉快的牙科就诊经历和对疼痛的忍受度有关，因此，减少

不愉快的牙科就诊经历和提高人们对疼痛的忍受度都有助于缓解人们的焦虑负性情绪，改善人们的正畸

体验，并且可以为日后正畸治疗过程中的心理干预提供一定的帮助。 

4.2. 正畸治疗没有改变大学生的牙齿关注度和主观幸福感 

结果显示牙齿关注度和主观幸福感在正畸各组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可以得知，正畸治疗并没有降

低大学生对牙齿的关注程度，也没能提高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同时，牙齿关注程度与人格中神经质维度、

尽责性维度、开放性维度呈现正相关，也与主观幸福感呈现负相关，因此可以推测，正畸治疗没能提高

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可能是因为主观幸福感与牙齿的好坏这个客观因素无关，而是与人们对牙齿的过度

关注这个主观因素有关。因此，正畸治疗虽然可以降低大学生的焦虑负性情绪，但是并不能提高他们的

主观幸福感。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否接受正畸，倾向于关注自己牙齿的人总是会将注意力集中在牙齿上：正畸

治疗前，人们在意口腔是否健康、牙齿是否整齐美观；正畸过程中，由于佩戴矫治器带来的外貌上的改

变和生理上的感受，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关注牙齿及其变化；而正畸治疗后，人们将继续关注自己的牙齿，

检查牙齿是否仍保持着矫治结束后的状态，有无反弹等情况的出现。此外，因为牙齿关注度与人格有关，

且与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因此我们可以在大学生接受正畸治疗的同时，重建这部分人群对牙齿的正

确认知，减少过度关注，以此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帮助日后正畸治疗过程中的行为塑造。 
许多人会认为，正畸治疗过后，牙齿变整齐了，容貌更美丽了，人们会更加幸福，主观幸福感会提

高，但是遗憾的是，本研究并没有发现正畸之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提高。有研究得出结论，大学生对

牙齿美观的关注度越高，其对生活满意度及幸福感越强烈(吴雪辉等，2019)，但我们认为，主观幸福感与

患者对自身牙齿的主观认知有关，与正畸治疗无关。接受正畸治疗仅仅只能从客观上改变了患者的容貌，

这种客观的改变也许在医生看来是有效的，但患者却有可能不那么认为，当人们主观上仍然觉得牙齿矫

治不够完美，那么因为这个想法而带来的困扰也会持续对患者产生影响，从而作用于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发现，正畸治疗无法做到从主观上减少人们对牙齿的过度关注，自然也难以提高患者的主观

幸福感。或许，想要提高患者的主观幸福感，可以从改变患者不合理的认知入手，因此，我们的研究也

考虑了牙齿关注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为未来的心理干预提供指导方向。 

4.3. 本研究的不足及对临床应用的实践意义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的被试样本为大学生，若要将结论推广到其他群体，还需要更

加广泛的采样；在收集数据环节，由于采用了互联网线上收集的形式，缺乏没有接触到网络的群体的数

据；研究分析仅支持相关关系，若要得出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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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意义方面，本研究探索了正畸治疗给大学生心理带来的改变，大学生牙齿关注度与主观幸福

感、人格和自尊的关系，能够为接受正畸治疗的大学生的心理干预及行为塑造提供一定的帮助；除此之

外，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关于正畸心理的研究，从而更好地发现大学生在正畸治疗前中后期的心理问

题，有利于改善和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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