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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颌畸形是一种常见口腔疾病，与龋齿和牙周

病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三大口腔疾病。研究

显示，我国儿童和青少年阶段为牙齿畸形的多发

年龄段，该年龄段牙颌畸形患病率为 67.82%［1］。

青少年时期是牙齿畸形矫治的最佳时期［2］，而患

者治疗率仅 20%左右［3］。牙颌畸形不仅导致牙周

不健康、影响发音、咀嚼功能下降、肠胃负担加重

等问题，而且会影响患者自我评价、紧张度、窘迫

感、易怒感和生活满意度，进而影响青少年心理

健康。

当前，口腔正畸治疗方案研究主要集中于临床

治疗研究和案例分析［4］，鲜有针对患者/家长的偏好

研究。基于患者偏好的治疗方案可有力改善治疗

依从性和患者满意度［5］。离散选择实验（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DCE）是一种陈述性偏好测量方

法。DCE将主要影响研究对象选择的不同属性和

水平组合成多个模拟真实世界的备选方案，邀请调

查对象在不同方案中权衡，通过量化研究对象对不

同属性的重视程度来估算人群选择偏好［6-7］及其对

某种研究属性改善程度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目前，国内学者应用DCE方法在基层

卫生［8-9］、卫生人力［10］和临床治疗［11-12］等领域的研究

已取得重要进展。本研究基于DCE评估青少年口

腔正畸方案的选择偏好，旨在为精准提供口腔正畸

临床服务、优化矫正器类型及服务价格确定等临床

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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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健康偏好对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青少年口腔正畸

治疗方案的患方选择偏好，文章基于离散选择实验（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DCE）方法，通过文

献综述和专家咨询,最终纳入研究属性共四个（矫正器美观度、矫正器舒适度、治疗费用、复诊间

隔时间）。借助软件Ngene1.2采用D⁃efficiency设计创建选择集，对安徽省某三级口腔专科医院

12~17岁青少年的家长/监护人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条件 Logit回归模型进行偏好分析。结果显

示，除复诊间隔时间外，其他三个研究属性均显著影响患者正畸方案的选择。治疗费用是影响

正畸治疗方案选择最重要的属性，其次是矫正器舒适度和美观度。与舒适度“略差”相比，患方

愿意为获得舒适度“非常好”的矫正器多支付 2.15万元。将矫正器美观度水平从“略差”提升至

“非常好”，方案选择概率预期提高 62.43%。DCE研究为口腔正畸治疗方案精准供给提供了参

考，也为其他临床方案决策偏好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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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和方法

（一）资料来源

由于口腔正畸的最佳年龄段为青少年期，本研

究选取年龄为12~17岁的口腔正畸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依托安徽省某三级口腔专科医院对患者的家

长/监护人开展面对面问卷调查。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正在接受口腔正畸治疗、符合年龄条件的患者；

有家长/监护人陪同且了解正畸治疗服务相关知识；

知情同意并自愿接受调查。

于 2019 年 9 月开展预调查，2019 年 10 月—

2020年 3月开展正式调查。累计发放问卷 178份，

剔除无效和缺失值样本，最终纳入有效问卷168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达94.4%。问卷收集了患者人口学

特征、口腔健康状况等信息。调查问卷中另设置针

对DCE各研究属性的患者自评重要性评分，采用

Likert五级量表，从“根本不重要”到“非常重要”五

个等级，分别赋值1~5分。

（二）离散选择实验设计

通过文献回顾和口腔临床专家咨询，最终纳入

与正畸方案选择有关的四个研究属性，包括复诊间

隔时间（1个月/2个月）、矫正器舒适度（略差/一般/
较好/非常好）、矫正器美观度（略差/一般/较好/非常

好）和治疗费用（1万元/2万元/3万元/4万元）。

由于完全析因设计会产生大量选择组合（2×4×
4×4=128）。研究借助软件Ngene1.2采用D⁃efficien⁃
cy创建选择集。经过预实验后，最终纳入 8对选择

集，每对选择集有 2个备选治疗方案及 1个退出项

（图1）。为保障调查质量，研究增加了1个逻辑纠错

选择集帮助研究对象熟悉选择集的选项，并纳入 1
对逻辑纠错选择集进行质量控制，如调查对象不能

通过测试集，该问卷将被剔除。根据Orme提出的拇

指法则，本研究属性个数为 4个，属性水平最多为 4
个，最终确定 8个选择集（另外包括 1个测试集和 1
个暖身集），每个选择集包含3个选项。计算得最低

样本量为74。
研究属性

复诊间隔时间

矫正器舒适度

矫正器美观度

治疗费用

您的选择是

服务方案1
1个月

非常好

略差

2万元

□

服务方案2
2个月

较好

一般

3万元

□ 两个都不选□
图1 口腔正畸治疗方案DCE选择集示例

（三）统计学方法

利用Excel2013进行数据录入，Stata16.0进行统

计学分析。采用条件Logit模型进行偏好测量。模

型回归系数β值反映该属性影响研究对象对治疗方

案选择偏好的方向和程度。检验水准为α=0.05。
二、结 果

（一）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调查 168 人，其中女性 94 人（占

55.95%），平均年龄（13.31±1.75）岁，教育程度以初

中为主（占 56.55%）。研究人群家庭经济收入水平

总体较高，66.67%的研究对象自评口腔健康为“不

健康”（表1）。
表1 青少年口腔正畸患者一般人口学特征

变量
性别

教育程度

家庭年收入（万元）

自评口腔健康状况

男
女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5
5~＜10
10~＜20
≥20
不清楚或无法提供

健康
不健康

人数（人）

074
094
032
095
041
023
031
054
045
015
056
112

构成比（%）

44.05
55.95
19.05
56.55
24.40
13.69
18.45
32.14
26.79
08.93
33.33
66.67

（二）离散选择实验结果

1. 青少年口腔正畸患方对口腔正畸方案总体

偏好

表2结果可见，除复诊间隔时间外，其他单个属

性对正畸方案的选择均具有显著影响（P均<0.05）。

相较来说，患方更偏好“舒适度非常好”（β=1.464）、

“美观度一般”（β=1.376）、治疗费用低（β=-0.680）
的方案。

2. 支付意愿分析

了解每个属性的相对价值对决策者而言可能

更有意义，研究通过其他非费用属性与“治疗费用”

的比值来计算人群为改变某一个属性而愿意多支

付的货币价值。结果显示，为了将矫正器舒适度从

“略差”提升到“一般”“较好”和“非常好”，患方愿意

分别多支付2.12万元、1.30万元和2.15万元；相对于

美观度“略差”的矫正器，患方愿意多支付 2.02万

元、1.15万元和 1.49万元将矫正器美观度分别提升

到“一般”“较好”和“非常好”（表2）。
3. 各研究属性重要性程度比较

DCE各属性的相对重要性结果显示（图2），患方

最关注的属性是治疗费用，其次依次是矫正器舒适

度、矫正器美观度，复诊间隔时间对正畸方案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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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最小。在属性重要性的自评结果中（图3），矫
正器舒适度是患方自评最重要的属性，其次依次是治

疗费用和矫正器美观度，复诊间隔时间的影响力最

小。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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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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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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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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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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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隔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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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
正
器
美
观
度

治
疗
费
用

研究属性

1.55

29.53 27.76
41.15

图2 属性相对重要性（基于DCE）
4.504.003.503.002.502.001.501.00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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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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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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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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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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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属性

图3 属性相对重要性（患方自评）

自评属性重要性排序与DCE模拟出的患方选择

行为并不完全一致。DCE研究中对正畸方案选择影

响最大的属性是治疗费用，但自评最重要属性是矫正

器舒适度，显然治疗费用对正畸方案选择的影响力度

超出患方预期。患者在选择口腔正畸治疗方案时最

先考虑的两项因素是治疗费用和矫正器舒适度，提示

这两项属性对患方选择行为的影响不容忽视。

4.情景分析

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估计结果，能够对不同属

性水平方案组合选择概率进行模拟，结果见表3。以

复诊间隔时间 1个月、矫正器舒适度略差、矫正器

美观度略差、治疗费用 1万元为基线水平。相较于

基线水平，改变单一治疗属性，将治疗费用分别提

升至 2万元、3万元和4万元，患者的选择概率分别下

降了32.75%、59.16%和76.99%。若将复诊间隔时间

从 1 个月提升至 2 个月，患方的选择概率下降了

3.88%。将矫正器舒适度水平从略差提升至一般、

较好和非常好，患方的选择概率预期分别提高

61.68%、41.60%和 62.43%。同样地，将矫正器美观

度水平从略差提升至一般、较好和非常好，患方的

选择概率预期分别提高 59.67%、37.27%和 46.70%。

由此可见，改善矫正器舒适度对患方选择概率提高

幅度贡献最大。

三、讨 论

DCE研究的对象是个人对不同方案的选择，因

此DCE研究对样本量要求不高，有研究提出最低样

本量50即可［13］。本研究调查了168例样本共4 536条
选择信息，研究结果也比较稳定。换言之，适用于

小样本量情况下研究是离散选择实验应用的一大

优势。DCE法能模拟一个合理、直接、近似现实的

决策过程，相对其他方法能更加准确地定量识别个

人偏好。鉴于目前尚未见类似已发表文献，本研究

是国内DCE研究在口腔健康领域的首次运用，为其

他临床方案决策偏好的推广提供了参考。

（一）治疗费用是影响治疗方案选择的首要属性

研究结果显示，治疗费用是青少年口腔正畸方

案选择的首要影响因素，即患方对费用属性的敏感

度最高。相关非DCE研究中也发现与之一致的研

究结果［14］。有研究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家长认为

正畸治疗费用太昂贵，费用也成为影响就诊意愿的

治疗属性及水平

ASC1
ASC2
复诊间隔时间：1个月（参照）

2个月
矫正器舒适度：略差（参照）

一般
较好
非常好

矫正器美观度：略差（参照）
一般
较好
非常好

治疗费用

系数（β）

2.924
2.700

-0.077
1.440
0.886
1.464
1.376
0.783
1.012

-0.680

标准误（SE）
0.522
0.474
0.102
0.186
0.226
0.225
0.175
0.370
0.376
0.064

P
<0.001
<0.001
0.453

<0.001
<0.001
<0.001
<0.001
0.034
0.007

<0.001

OR
18.611
14.873
0.926
4.219
2.424
4.323
3.959
2.188
2.752
1.974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1.902
1.770
0.758
2.930
1.557
2.779
2.809
1.060
1.316
1.742

3.946
3.629
1.131
6.074
3.776
6.725
5.582
4.519
5.754
2.237

支付意愿
（万元）

-0.11
2.12
1.30
2.15
2.02
1.15
1.49

表2 青少年正畸治疗方案的条件Logit回归结果

ASC：方案特定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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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障碍因素［15］。现阶段我国矫正器材料主要依

赖进口［16］，治疗费用总体较高，费用可能成为患方

选择治疗方案时最敏感的因素。生产、提供价格相

对低廉的矫正器，将进口的矫治器国产化可以有效

降低治疗费用，有助于提高正畸服务就诊率。

在其他临床治疗方案选择偏好的研究中，医疗

费用对患方就医选择行为的影响明显弱于其他因

素［17］，其原因可能与口腔正畸服务未被社会医疗保

险覆盖、费用需要患者自付有关。有些临床治疗费

用，患方可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报销的方式获得

部分费用补偿，在权衡治疗方案时对费用因素的重

视程度就会降低。虽然将口腔正畸治疗纳入医保

政策也是降低患方费用的有效举措之一，然而大多

数国家口腔正畸都还属于自费项目［18］，将其纳入医

保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仍有待进一步商榷。

（二）患方对矫正器舒适度和美观度不同水平

差异的偏好不敏感

研究发现，患方十分在意矫正器舒适度，愿意

多支付 2.15万元将矫正器从舒适度“略差”提升到

“非常好”的水平，矫正器舒适度提升至“非常好”后

患方的选择概率提高了62.43%。非DCE研究发现，

超过一半的青少年患者同样比较关注矫正器的舒

适度［14］。材料舒适度差的矫正器容易引发牙齿疼

痛、钢丝扎嘴、口腔溃疡等问题［19-21］。研究还发现，

患方并非如预期结果一样偏好矫正器美观度“最

好”的矫正方案。受访者在碰到真正的选择情景时

并非所有的选项都能达到最优化的水平，即现实

中，费用低、舒适度高、美观度高、复诊间隔时间长

这几个特征难以集中在同一种治疗方案上。例如

隐形矫正是兼具舒适度、美观度和复诊时间间隔宽

松的正畸方案，然而矫正费用高昂。若患方权衡方

案时最注重的是治疗费用或矫正器舒适度，就会相

应牺牲对美观度的要求。青少年患者由于年龄尚

幼，无法自主做出正畸选择，治疗方案选择受其家

长/监护人影响，家长更关注子女佩戴的矫正器是否

舒适和费用是否可接受。当矫正器舒适度达到家

长的满意程度时，美观度“一般”的矫正方案亦可能

成为首选。相关研究同样发现，成人与青少年患者

在正畸相关属性的偏好上同样存在差异。成年患

者在矫正器选择时更注重美观度，而青少年更注重

舒适度［14，22］。陶瓷矫正器颜色与牙齿接近，佩戴后

口内基本仅有金属弓丝可见，避免了患者在生活中

的社交尴尬，受到成年女性患者的偏爱［23］。美观和

易于打开咬合是舌侧正畸的主要优点，成为部分对

美观度要求较高且经济水平较高群体的正畸选择，

但舒适度低和昂贵的治疗费用（约为普通金属矫正

治疗费用的 2~4倍）仍成为制约其临床应用和患者

选择的因素。

（三）患方自评属性重要性与DCE研究的差异

患方自评属性重要性和DCE的研究结果差异

显示，虽然患方对青少年口腔正畸方案的治疗费用和

矫正器舒适度的重视度很高，但治疗费用对患方选择

的影响力度超出预期，可能是因为患方在方案取舍过

程中并未意识到自身对货币因素的敏感性。结合

Logit模型结果，提示DCE可以更好地模拟选择行为、

比较准确地识别出患方的真实偏好。

本研究开展的 DCE 是理想状态下的情景模

拟。以复诊间隔时间 1个月、矫正器舒适度略差、

矫正器美观度略差、治疗费用 1万元为基线水平，

基线水平下患者选择该方案，即接受治疗的概率

相当低。这一结果与错颌畸形治疗率低的现实相

吻合：在中国，84%的错颌畸形患者不愿意花钱接

受正畸治疗［3］。

（四）本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当前，口腔正畸患者治疗方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临床案例，鲜有口腔正畸患者治疗偏好研究。虽然本

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影响口腔正畸偏好选择的

因素众多，而DCE要求不能纳入太多属性和水平，但

DCE为正畸患者方案选择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

其他临床方案决策偏好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治疗
费用
1万元
2万元
3万元
4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1万元

复诊间
隔时间
1个月
1个月
1个月
1个月
2个月
1个月
1个月
1个月
1个月
1个月
1个月

矫正器
舒适度
略差差
略差差
略差差
略差差
略差差
一般差
较好差
非常好
略差差
略差差
略差差

矫正器
美观度
略差差
略差差
略差差
略差差
略差差
略差差
略差差
略差差
一般差
较好差
非常好

概率变化（效应）

（基线）
-32.75%
-59.16%
-76.99%
0-3.83%
+61.68%
+41.60%
+62.43%
+59.67%
+37.27%
+46.70%

95%CI
下限
—

-38.34%
-67.30%
-84.64%
-13.82%
+50.38%
+23.28%
+48.95%
+48.62%
0+6.04%
+17.86%

上限
—

-27.17%
-51.02%
-69.35%
0+6.16%
+72.97%
+59.91%
+75.91%
+70.73%
+68.49%
+75.53%

表3 不同正畸治疗方案场景下患者的选择意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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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s for orthodontic treatment options of teenager patients
——based on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ZHANG Yanqun1，XU Wenhua2，WANG Lidan1，3，XU Jianguang2，GU Yuanyuan4

1.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230032，China；2.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and College，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230032，China；3. Center for Health Policy Research，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230032，China；4. Centre for the Health Economy，Macquarie University，Macquarie Park，NSW 2109，Australia
Abstract： Patients’ health preferences are important for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and patients’

satisfaction.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patient preference for orthodontic treatment
options for adolescents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accurate provision of orthodontic treatment options.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the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DCE）method，and a total of four attributes
（orthodontic aesthetics，orthodontic comfort，treatment cost，and follow ⁃ up interval）were include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consultation. A D⁃efficiency design was used to create a choice set with the aid of
the software Ngene 1.2，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parents/guardians of adolescents aged
12~17 years in a tertiary dental specialist hospital in Anhui Province. A conditional Logit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for preference analysis. DCE results showed that，except for the follow⁃up interval，the other three research
attribut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orthodontic treatment options. Treatment cos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attribute
influencing orthodontic treatment options，followed by orthodontic comfort and aesthetics. Compared with the
slightly poor comfort，the patients were willing to pay 21 500 yuan more for the orthotics with very good
comfort. The aesthetic level of orthotics was raised from slightly poor to very good，and the probability of
scheme selection was expected to increase by 62.43%.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application of DCE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oral health in China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extension of other clinical options decision
preferences.

Key words：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orthodontics；patient preference；willingness to pay；teenager

·· 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