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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现状
及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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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不仅对临床实践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公共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也有重

要参考价值。本研究就青少年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现状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综述，旨在为提高青少年口腔健

康相关生活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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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r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adolescents

HU Mengjiao，YAO Lan，DU Tonglin，WANG Ting
（Department of Nursing， Hospital of Stomatology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37）

ABSTRACT： Research on or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ot only 
clinical practice but also public health decision-making.  This paper reviewed studies on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r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adolescents， and provided ref⁃
erence for improve of oral healthcare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in in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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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健康是整体健康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

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1］。根据我国 2018 年开

展的第 4 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

示，龋病、牙周病等口腔疾病是影响我国居民健康

的常见且多发的疾病［2］。《2017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

究》显示，估计全球 34. 7 亿人口罹患龋齿、牙周病

和口腔癌等口腔疾病［3］。龋齿是世界上最常见的

慢性儿童疾病，根据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数据，

大约有 20% 的 5～11 岁儿童和 13% 的 12～17 岁

青少年至少有一颗未经治疗的龋齿［4］。牙龈炎会

影响儿童，导致牙齿脱落、细菌感染和许多其他口

腔健康状况，这些状况会延续到成年［5］。不良的

口腔卫生习惯会导致外来细菌在口腔中积聚。口

腔健康被认为是个人对其健康认知的一个相关因

素。近年来，随着卫生政策对健康促进和疾病预

防的日益重视，人们对口腔健康的关注度也在逐

渐提高。青春期过渡期对口腔健康至关重要，更

有可能从事随着时间推移持续的不健康行为，包

括吸烟、饮酒和不健康的口腔卫生习惯，这些因素

都会影响口腔健康。因此青少年的口腔健康应该

引起社会的重视和关注。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相关生活质量定义

为“个体在他们所生活的文化和价值体系的背景

下对他们在生活中位置的感知以及他们的目标、

期望、标准和关注点”。口腔和牙齿的状况对个体

生 活 质 量 的 影 响 称 为 口 腔 健 康 相 关 生 活 质 量

（OHRQoL）。OHRQoL 的测量对于人们的口腔功

能、个体情感和社会影响至关重要［6］。OHRQoL
是个多维结构，用于测量口腔健康状况对日常生

活的影响，影响个体对其整体生活的感知，主观的

测量结果来自口腔健康状况、一般健康、社会和环

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目前，OHRQoL 已经发

展到包括口腔健康和身体健康积极和消极评估。

OHRQoL 的定义是指口腔健康或疾病如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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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日常工作、健康，并因此影响其整体生活质

量，与客观的口腔临床检查指标相比，OHRQoL
为主观指标，是患者结局报告的重要内容。本研

究从青少年 OHRQoL 现状评估和影响因素 2 个角

度进行分析，旨在为提高青少年 OHRQoL 提供参

考依据。

1 青少年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现状
评估 

1. 1　OHRQoL的测量工具　

学者们在探索口腔健康和生活质量之间的联

系中开发了一些量表，主要包括：口腔健康影响程

度量表（OHIP）、日常生活口腔影响量表（OIDP）、

老年口腔健康评估指数（GOHAI）、口腔健康对日

常生活影响问卷（OHIDL）、牙科对日常生活的影

响（DIDL）、儿 童 口 腔 对 日 常 行 为 的 影 响（C-
OIDP） 、儿童口腔健康影响量表（C-OHIP）。GO⁃
HAI 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群体［7］。DIDL 旨在研究

巴西成年人口的口腔影响［8］。OHIP 量表最为突

出，分为七个维度，49 个条目［9］。还在此基础上提

出了 14 个问题的简化量表［10］。OIDP 问卷旨在测

量口腔疾病对人们日常生活中八项活动的影响的

频率和严重程度［11］，在青少年中，主要采用的是

C-OIDP［12］和 C-OHIP［13］问卷。两个量表都已证

明有效性、可靠性和适当的心理测量特性［14］。C-
OIDP 源自 OIDP，并在编辑上做了修改，以解决患

者在智力、认知和语言发展方面的能力，且在不同

国家的应用实践中得到验证［15］。

1. 2　青少年OHRQoL的特点　

青少年 OHRQoL 普遍较差。Alvarez-Azaus⁃
tre 等［16］对西班牙 337 名青少年的横断面调查发

现，饮食是影响青少年口腔健康日常生活最多的

问题，口腔健康相关的问题可能导致青少年自卑

感，并导致自信心下降和日常活动困难。口腔健

康欠佳的人在饮食、说话、睡觉、笑、刷牙及建立友

好及感情关系时，口腔健康问题尤其严重［17］。研

究［18］采用 Child-Oidp 问卷测量青少年口腔健康

相关生活质量，得出结论：进食是受影响最频繁的

维度，牙痛是影响的首要原因。

2 青少年 OHRQoL 的影响因素 

青少年 OHRQoL 与多种因素有关。按病因

推测，青少年 OHRQoL 状况普遍较差是由不同因

素构成的，OHRQoL 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复杂

多变的，影响因素与影响因素之间也存在复杂的

关系。分析影响因素与不良 OHRQoL 结果的关

系，总结出四大影响因素：客观口腔健康状况、主

观口腔健康状况、健康相关行为、社会人口属性。

2. 1　客观口腔健康状况　

客观和主观健康状况都是影响青少年口腔健

康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客观和主观的区别在于

是医生或患者占主体决定的健康状况的事实。客

观口腔健康状况的常用指标主要是由医生根据临

床检查指标判定。研究［19］显示，青少年早期牙痛

会对青少年整个青春期的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产生负面影响。口腔疾病、口腔临床检查的不良

结果、口腔临床治疗的客观需求和未得到满足是

导致青少年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低下的重要因

素。出现过恒牙创伤性牙损伤的青少年会对口腔

健康产生影响，及时治疗可以防止进一步的心理

影响［20］。由于大多数恒牙列创伤发生在 10～12
岁，因此牙外伤可能会对儿童的生活质量产生终

生影响。Junior 等［21］研究在收集龋齿时考虑了蛀

牙、缺失和填充牙齿指数（DMFT），得出龋齿对

OHRQoL 有直接影响。研究［22］表明青少年自身

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造成影

响。巴西有研究［19］对 1134 名 12 岁儿童进行长达

六年的纵向研究表明，在青春期出现过早期牙痛

会对后期口腔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一项研究［23］将

89582 名受试者纳入分析，其中 76. 6% 报告在过

去 6 个月内口腔状况，进食是受影响最大的条目。

Tewarin 等［24］研 究 表 明 各 类 牙 外 伤 对 青 少 年

OHRQoL 有显著影响。近年来，由于生活水平的

提高，患有错颌畸形佩戴矫治器的青少年患者越

来越多。佩戴矫治器会给患者造成牙釉质脱矿、

龈 炎 、疼 痛 不 适 等 并 发 症 ，进 而 对 患 者 的

OHRQoL 产生影响［25］。并且不同类型的矫治器

对青少年患者的 OHRQoL 变化的影响具有明显

差异。隐形矫治初期影响较小，随矫治时间推进

其恢复速度更快，整体 OHRQoL 水平的波动更

小。固定矫治初期青少年患者的 OHRQoL 恶化

更明显，恢复缓慢，整体 OHRQoL 水平的波动更

大［26］。根据 WHO 的标准检查牙周状况和龋齿，

既往出现过龋病、乳牙龋病、溃疡、牙龈出血等症

状与 OHRQoL 水平较低有关［27］。Lawal 等［28］的研

究调查学校学生得出近一半的学生在清洁牙齿时

和探诊时出现牙龈出血，两者都会对 OHRQoL 产

生影响，后者的影响更大。Paula 等［29］研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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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名 学 生 得 出 龋 病 的 增 加 会 对 巴 西 青 少 年

OHRQoL 有影响。

2. 2　主观健康状况　

主观健康状况的常用指标主要包括患者自感

口腔健康状况和整体健康状况。对于健康状况的

测量不仅可以依靠客观的生物学指标进行衡量，

还可以利用综合性的主观健康测量，即自感健康

状况，反映个体对自身健康的主观评价和期望。

研究［30］表明自感口腔健康状况不佳是导致青少年

患者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低下的又一重要因

素。Schmidtj 等［31］研究表明患有抑郁症和慢性疼

痛的青少年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不快乐，而焦虑

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对 OHRQoL 产生负面影响。

几乎所有青少年（94. 9%）都认为他们的牙齿状况

对生活质量有负面影响［32］。青春期的社会经济决

定因素，如收入和教育，可能会对社会地位底层的

人产生口腔健康方面的不平等，这可能会影响

OHRQoL［16］。由于消极生活事件和较低的社会支

持而导致的心理社会压力、应对能力低下和焦虑，

从 而 导 致 口 腔 健 康 的 不 平 等［33］。 心 理 一 致 感

（SOC）是 由 安 东 诺 夫 斯 基 制 作 的 量 表 ，其 对

OHRQoL 有 直 接 影 响 ，表 明 社 会 心 理 特 征 是

OHRQoL 的重要贡献者［21］。

2. 3　健康相关行为　

积极的口腔卫生保健行为和健康的饮食行为

习惯是青少年 OHRQoL 的积极影响因素，反之则

是危险因素。刷牙的时间和频率、饭后洁净、是否

使用牙线都会对青少年口腔健康生活质量造成较

大 影 响 。 巴 西 有 研 究［34］调 查 768 名 青 少 年 ，

15. 6% 青少年存在抽烟、饮酒等不良习惯，而这些

青少年与同龄人相比，得分高出 28%。香烟和酒

精使用与较差的 OHRQoL 水平之间存在关联。

影响口腔生活质量的口腔状况中，按维度分析，牙

龈出血会影响刷牙，龋齿和牙龈出血影响进食［35］。

患者自身的卫生保健如刷牙频率、是否存在牙龈

出血与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有关［36］。最近的证

据表明，牙周病的流行率在青少年中仍然很高，

Lawal 研究［28］结果表明结论口腔卫生习惯不佳，

不进行牙间清洁的青少年对其口腔健康质量的影

响较大，而每天刷牙 2 次及以上对其口腔健康质

量的影响较小。

2. 4　社会人口属性　

个体社会人口属性是影响青少年 OHRQoL
的因素之一，包含父母的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性

别、居住地、独生子女状况、对口腔健康状况的自

我认知、年龄等。社会经济状况差的家庭其子女

口腔状况的影响也更大［37］。多变量分析发现，年

龄增长与总体 OHRQoL 较差有关［38］。父母的疏

忽及青少年缺乏监测也与口腔问题有关［36］。几项

研究［39-44］告了社会经济因素对青少年 OHRQoL 的

负面影响，父母教育水平低、社会经济地位低、家

庭收入低、社会资本水平低［44］等因素与 OHRQoL
较差相关。OHRQoL 随着父母教育水平和家庭

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这可能是因为较低的教育水

平和收入导致物质匮乏，获得医疗设施的机会有

限，因此 QoL 较差。居住于不同地区也存在不同

的口腔健康状况，西班牙地区总体青少年的口腔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相对较好［16］。Knorst 等［45］研究

评估了 429 名青少年结构和认知维度与 OHRQoL
的关系，OHRQoL 在结构和认知中个体较差，其

中与认知维度相关的影响最大。学校环境对青少

年患者口腔健康也会产生影响，通过对学校健康

促进计划与青少年总体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

研究发现，学校的结构、课程或教学特点的不同会

产生不同的口腔影响。学校支持健康促进计划会

对青少年口腔健康利处更大，口腔健康相关风险

行为的患病率更低［46］。

3 干预措施 

3. 1　政府和社会应该大力加强对青少年口腔保

健教育的重视　

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不仅对临床实践有重

要意义，而且对公共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的制定

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深入贯彻开展《健康中国 
2030 健康发展纲要》，积极建设健康口腔支持性

环境，推动青少年口腔预防及健康管理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及城乡之间存在差异，

发展中国家和乡村地区需要加大口腔的宣传力

度，实施针对性的青少年公共卫生政策，在微观和

宏观政策的背景下，通过采用策略减少不利因素，

制定有效的口腔健康促进目标，使国民掌握基本

口腔技能，改善口腔健康状况，从而提高人们的生

活质量［47］。

3. 2　家庭应在青少年口腔健康保健中起到监督

作用　

青少年时期是各种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逐渐

形成并固化的关键阶段，他们的社交网络及其社

会化主要涉及他们与父母、同龄人和大众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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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其中与父母的社交互动的影响在成年人中

显得格外突出。父母可以起到监督作用，抓住关

键时期，使青少年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

式，提高青少年的口腔健康自我管理能力，这对青

少年以后的身心健康有着积极意义。

4 小结 

目前，国外关于青少年 OHRQoL 的研究普遍

较多，以横断面研究和纵向研究为主，对干预现状

的总结、影响因素的分析更加深入、更具有代表

性。国外的研究集中于社会人口学和大环境因

素，深入剖析心理、家庭等多方面因素对青少年的

影响。国内研究偏向于临床指标，但尚需要更多

的纵向研究来阐明不同的结果，并完成对青少年

口腔健康生活质量影响的认识。本文中的研究多

集中反映青少年 OHRQoL 普遍较差，而在生活质

量的影响方面，国内外研究均一致地认同口腔临

床状况对青少年 OHRQoL 起直接影响作用，其他

因素起间接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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