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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治疗与手术治疗口腔内科疾病的临床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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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对于口腔内科疾病患者给予常规治疗或者手术治疗的临床价值。方法：对照组为常规治疗，同期观察组改为
手术治疗。结果：治疗总有效率，观察组 vs 对照组：95.24% vs 76.19%，P＜0.05；治疗满意度观察组为 90.48%，对照组为
66.67%，P＜0.05。结论：对于口腔内科疾病患者通过应用手术治疗可取得优于常规治疗的临床疗效，并可更好地提升患者的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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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内科疾病的种类较多，例如龋齿、牙隐裂、牙髓炎、
牙周炎以及根尖周炎等，该类疾病的发生对于患者的口腔健
康状况以及生存品质构成了较大的影响，随着病程时间的延
长还可能引起营养不良、牙齿缺失等，所以需要在患者发病
后尽早的给予妥善治疗。对该类患者的治疗手段可分为常规
治疗以及手术治疗，其中常规治疗的临床应用广泛且操作简
单，然而治疗效果并不十分满意，其复发率较高

[1]
。手术治

疗的方法众多且疗效确切，然而具有一定的创伤性。以下将
分析对口腔内科疾病患者采用常规治疗或者手术治疗的临床
价值。 

1 资料以及方法 
1.1 临床资料 
抽取 2020 年 3 月～2021 年 5 月本院 42 例口腔内科疾病

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组，观察组：21 例，男 11 例/女 10
例：年龄 24～75 岁，均值为（42.5±1.6）岁；龋齿 7 例，
根尖周病 6 例，牙周病 4 例，以及牙髓病 4 例。对照组：21
例，男 12 例/女 9例：年龄 22～76 岁，均值为（42.3±1.7）
岁；龋齿 6 例，根尖周病 7 例，牙周病 5 例，以及牙髓病 3
例。2组各项基础资料具备可比性 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为常规治疗，即结合患者的疾病类型相应的

提供药物治疗，如应用止痛药物、抗生素药物等；同期观察
组改为手术治疗，如龋齿患者可为其提供填充术治疗，对其
牙面进行充分清理，龋坏组织充分去除，接近髓腔时可通过
氢氧化钙制剂进行垫底，再以复合树脂以及玻璃离子粘固剂
等实施龋洞的充填；对于根尖周病患者可给予根管术进行治
疗，如进行根尖刮治术，或提供根尖倒充术等进行治疗；对
于牙周病患者可结合其病情提供洁治术、牙龈切除术和传统
银下刮治术等进行治疗，同时还需加强患者的口腔卫生宣教；
对于牙髓病患者可采取根管治疗或者干髓术与充填术进行治
疗。 

1.3 评价标准 
（1）对比 2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显效：患者的牙龈肿胀、

疼痛等主要症状均消失，同时可恢复正常的咀嚼和进食；有
效：患者的症状显著缓解，然而仍具有轻度的疼痛感，对日
常的咀嚼、进食构成一定影响；无效：患者的症状无变化或
持续加重。（2）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评估其治疗满意度，即
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文中数据行 SPSS22.0 分析，计量资料数据标准差为

（ sx  ），组间数据行 t 检验，计数资料为[n(%)]，组间数
据行χ

2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组间对比 
治疗总有效率，观察组 vs 对照组：95.24% vs 76.19%，

P＜0.05。 
表 1 临床疗效组间对比[n(%)] 

分组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21 13（61.90） 7（33.33） 1（4.76） 20（95.24）

对照组 21 6（28.57） 10（47.62） 5（23.81） 16（76.19）

χ
2
值  8.065 4.017 5.972 5.972 

p 值 0.000 0.006 0.003 0.003 

2.2 治疗满意度组间对比 
治疗满意度观察组为 90.48%，对照组为 66.67%，P＜

0.05。 
表 2 治疗满意度组间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21 10（47.62） 9（42.86） 2（9.52） 19（90.48）

对照组 21 3（14.29） 11（52.38） 7（33.33） 14（66.67）

χ
2
值  8.195 3.192 6.195 6.195 

p 值  0.001 0.010 0.001 0.001 

3 讨论 
近年来口腔内科疾病的发病率较高，该类疾病的种类繁

多，如常见的龋齿、根尖周炎以及牙髓炎等。患者的主要症
状为口臭、牙龈发炎以及局部肿痛等，随着病情进展疼痛症
状加重，对于患者的牙齿咀嚼功能以及口腔健康状况等构成
严重影响，也对患者的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构成一定影响。
近年来报道指出

[2]-[3]
，牙周炎的患病随着病程时间延长，可

能诱发患者各类心血管并发症。主要原因在于牙周细菌进入
血液循环系统当中容易在动脉脂肪酸内大量附着，进一步对
血液正常供氧造成干扰，增加了心血管病变的患病风险。龋
齿患者由于牙龈受到破坏使得致病菌活跃性提升，并且唾液
缓冲能力不断减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败血症的患病风险。
由于口腔病菌的存在还可能诱发糖尿病等慢性病变，所以对
于口腔内科疾病患者需要尽早的给予妥善治疗，从而根除患
者的临床症状，避免病情持续加重。 

目前对于口腔内科疾病患者的治疗方式主要有常规治疗
以及手术治疗。其中常规治疗的主要手段为用药治疗，结合
患者的口腔内科疾病类型，相应的提供对症用药，从而缓解
疼痛肿胀等症状，消除口腔感染。然而该治疗手段的短期疗
效较好，能够改善患者的相关口腔症状，然而停药后容易复
发，并且长期应用药物治疗也容易引起菌群紊乱和药物副反
应

[4]
。手术治疗也是近年来对口腔内科疾病患者的常用治疗

手段，特别是随着近年来口腔医疗技术的迅速提升和不断更
新，在应用中切口小以及操作简单及疼痛感降低，术后康复
时间较短，能够更好的根除病灶并消除临床症状。本次研究
显示，观察组应用手术治疗的总有效率高于同期常规治疗的
对照组，并且患者的治疗总满意度也高于对照组。表明与常
规治疗对比应用手术治疗，更有利于提升口腔内科疾病患者
的治疗价值。 

综上所述，对于口腔内科疾病患者通过应用手术治疗可取
得优于常规治疗的临床疗效，并可更好地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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