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护理医学 :2025 年 7 卷 1 期
ISSN: 2661-4812（O） 2705-103X（P）

19    

心理护理干预在口腔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综述

韩果果　马琴　张盼盼　梁涵　张彩云

兰州大学口腔医院　甘肃省兰州市　730030

摘　要：目的：探讨心理护理干预在口腔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方法：回顾本院口腔就诊案例，选取 2023.10-2024.10 期间

收治的 66 例口腔科患者，平均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对比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心理状态、护理满意度以及并发症发生。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数据较优（P<0.05）；观察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数据较优（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与并发

症发生数据较优（P<0.05）。结论：心理护理将能从患者心理角度进行呵护，能解决患者负面情绪问题，提高护理满意度，

助力患者早日康复。

关键词：心理护理干预；口腔护理；临床应用；效果综述

人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受到口腔问题的困扰。主要

原因是部分人群不注重饮食控制，或者饮食期间不注意的口

腔卫生清洁，将诱发口腔溃疡等相关病症。同时如果人群在

饮食后，需要采用洗刷工具及时清洁口腔牙齿，否则引发各

类口腔疾病，如龋齿、牙周病等。比如儿童群体多喜欢吃甜

食，这类食物含糖量较高，容易诱发龋齿。牙周病是一种多

发疾病，典型的症状包括牙龈出血、牙龈充血、牙齿松动、

口腔异味、牙龈增生等，与不良生活方式、解剖因素、药物

作用、疾病因素、治疗因素等有关。比如患者长期存在不良

生活方式，包括长期吸烟、不注重口腔卫生、饮食结构不平

衡、吐舌习惯等，将容易患牙周病。在临床治疗中，患者会

出现不同负面情绪，包括紧张、惶恐，或者由于牙齿疼痛引

发的暴躁、易怒、难过等。为了提升患者口腔治疗效果，帮

助患者顺利完成口腔手术，医护人员需依据患者的负面情绪

状况，拟定流程方案，这样不仅能提升疾病治疗的效果，也

将改善患者的日常生活，助力患者早日出院 [1]。以下将进行

详细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回顾本院口腔就诊案例，选取 2023.10-2024.10 期间收

治的 66 例口腔科患者，平均分为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年

龄处于 19 岁 -72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6.36±8.47）岁。

1.2 纳入与排除

1.2.1纳入标准：符合手术治疗要求；患者了解对照过程，

愿意参与。

1.2.2 排除标准：严重基础性疾病；恶性肿瘤疾病。

1.3 方法

1.3.1 对照组：常规护理

口腔科患者治疗期间，医护人员应给予常规护理。比

如手术开始前，医护人员先给予健康宣教，让患者能对口腔

疾病、手术治疗流程、治疗后的康复注意事项等有一定的认

知，愿意配合手术及护理工作。再如结束之后，医护人员需

要指导患者合理饮食，减少饮食对手术治疗的影响 [2]。

1.3.2 观察组：常规护理 + 心理护理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应注重增加心理护理，

通过联合护理助力患者早日出院。一是拟定联合护理方案。

医护人员开展常规护理与心理护理的过程，要注重拟定联

合护理方案。一方面，医护人员在拟定联合护理方案之前，

需要先调研患者的各项信息，包括病情信息、治疗信息、家

庭信息等，根据调研结果，拟定联合护理方案，以满足患者

手术护理的要求。同时，医护人员要做好心理分析。医护人

员要先分析患者的常见负面情绪状态，也要分析一些优秀的

心理安慰、疏导案例，以便为后续心理疏导、心理安慰提供

参考。另一方面，医护人员要基于前期分析结果，拟定联合

护理方案，包括饮食护理、心理护理、健康宣教、生活护理

等，明确护理流程与护理要点，从而提升护理水平。二是实

施联合护理。首先是健康宣教。医护人员要做好健康宣教的

实施，比如在患者口腔治疗前，医护人员可以为患者讲解一

些的健康知识，包括口腔问题的引发原因、如何治疗口腔疾

病、治疗流程等，提升患者对口腔疾病的认识 [3]。其次是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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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护理。患者住院治疗期间或者居家治疗期间，饮食护理是

关键。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的口腔疾病类型以及康复需求，

为患者制订详细的饮食计划，明确各个阶段的饮食要求，减

少饮食对口腔疾病治疗恢复的影响。再次是口腔卫生护理。

部分患者可能是口腔卫生习惯所导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医护人员应从讲解、训练角度出发，为患者讲解各类疾病问

题。比如要求患者在晚餐结束后刷牙，保持清洁，不再进食。

在刷牙过程采用正确的刷牙方式，并选择质地不错的牙刷，

引导患者沿牙体长轴方向上、下转动牙刷，尽量将刷毛伸到

龈沟内，清洁牙齿邻面。患者可以使用氯己定等漱口液，分

解口腔内的细菌，保持良好的口腔气味等 [4]。最后是心理护

理。患者在治疗及居家康复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类负面

情绪，会影响患者治疗及康复效果。为了解决患者所存在的

口腔问题，医护人员要做好心理护理分析，比如分析患者在

治疗前后可能出现的负面情绪变化，之后结合分析结果，拟

定相应的疏导、安慰方案，并注重引入一些新方法消解患者

的负面情绪问题。另外，医护人员还要定期开展患者心理评

价，了解患者的情绪变化，以便开展相应的疏导工作，帮助

患者树立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 [5]。

1.4 观察指标

1.4.1 患者生活质量比较：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

功能。

1.4.2 患者心理状态比较：焦虑、抑郁、紧张、愤怒。

1.4.3 患者护理满意度与并发症发生比较：护理满意度

包括非常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并发症发生包括牙龈炎、

牙龈增生、口腔感染。

1.5 统计学分析

SPSS25.0 进行数据采集、整理及分析；P<0.05。

2. 结果

2.1 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数据较优（P<0.05）。见表 1。

表 1 患者生活质量比较（x±s，分）

组别
心理功能 生理功能 情感功能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n=33） 43.25±3.67 85.63±3.36 51.25±4.25 91.25±3.35 55.62±3.62 89.63±4.21

对照组（n=33） 43.15±4.23 74.35±4.23 53.76±4.63 76.36±3.26 54.72±3.26 78.62±3.21

t 值 0.433 8.634 0.544 7.627 0.763 4.663

P 值 0.756 0.000 0.743 0.000 0.565 0.000

2.2 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数据较优（P<0.05）。见表 2。

表 2 患者心理状态比较（x±s，分）

组别 焦虑 抑郁 紧张 愤怒

观察组（n=33） 2.34±0.16 2.62±0.53 2.54±0.33 2.42±0.56

对照组（n=33） 4.25±1.36 4.63±0.23 4.63±0.25 5.28±0.61

t 值 8.243 9.532 10.541 11.267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2.3 患者护理满意度与并发症发生比较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与并发症发生数据较优

（P<0.05）。见表 3。

表 3 患者护理满意度与并发症发生比较（n，%）

组别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组别 牙龈炎 牙龈增生 口腔感染 发生率

观察组（n=33） 22（66.67） 10（30.30） 1（3.03） 32（96.97） 观察组（n=33） 1（3.03） 2（6.06） 1（3.03） 4（12.12）

对照组（n=33） 15（45.45） 9（27.27） 9（27.27） 23（69.70） 对照组（n=33） 3（9.09） 4（12.12） 3（9.09） 10（30.30）

x2 值 5.324 x2 值 4.253

P 值 0.024 P 值 0.015



国际护理医学 :2025 年 7 卷 1 期
ISSN: 2661-4812（O） 2705-103X（P）

21    

3.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口腔问题时常发生，

主要原因是部分人群不注重饮食控制，或者饮食期间不注意

的口腔卫生清洁，将诱发口腔溃疡等相关病症。龋齿、牙

周病是比较常见的口腔疾病，比如儿童群体多喜欢吃甜食，

这类食物含糖量较高，容易诱发龋齿；由于不良生活方式、

药物作用、疾病因素等原因，容易诱发牙周疾病 [6]。在患者

口腔疾病治疗过程中，口腔护理是关键。在临床治疗中，患

者会出现不同负面情绪，包括紧张、惶恐，或者由于牙齿疼

痛引发的暴躁、易怒、难过等 [7]。为了解决患者不良情绪，

医护人员在常规口腔护理中应引入心理护理，依据患者的负

面情绪状况，拟定完善性、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安慰的流程

方案，消除患者的负面情绪，使患者能树立积极、乐观的心

态，这样不仅能提升疾病治疗的效果，也将改善患者的日常

生活，助力患者早日出院 [8]。

国内学者郭红丽 [8] 通过研究口腔护理联合心理护理对

提高口腔卫生及改善负性情绪的应用效果方面，发现联合心

理护理，能增强患者的护理效果，缓解患者焦虑、抑郁的负

面情绪，使患者更能依从与配合。国内学者田源 [9] 在心理

护理联合口腔健康教育在牙周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研究中

得出，心理护理将能增强患者的治疗依从度与信心，提升牙

周炎患者的治疗效果，同时也能改善菌斑、牙龈出血、牙周

袋深等情况，有助于提升患者的健康意识。因此，文章选择

在口腔护理基础上分析心理护理干预具有一定的基础与价

值。文章通过回顾本院口腔就诊案例，以随机、平均的方式

分组，分析心理护理干预的临床应用效果。从比较来看，观

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数据较优（P<0.05）；观察组患者的心

理状态数据较优（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与并发

症发生数据较优（P<0.05）。最终研究说明，心理护理将能

从患者心理角度进行呵护，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状态，提升

患者生活质量，同时也对提高护理满意度、减少并发症发生

有一定的作用，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在实践过程中，医护

人员需要先调研患者的各项信息，包括病情信息、治疗信息、

家庭信息等，根据调研结果，拟定联合护理方案，以满足患

者手术护理的要求。在护理实施环节，医护人员要为患者讲

解一些的健康知识，包括口腔问题的引发原因、如何治疗口

腔疾病、治疗流程等，提升患者对口腔疾病的认识，同时也

要指导家属辅助患者，解决患者治疗期间的问题。医护人员

应从讲解、训练角度出发，为患者讲解各类疾病问题，比如

要求患者在晚餐结束后刷牙，保持清洁，不再进食。在刷牙

过程采用正确的刷牙方式，并选择质地不错的牙刷，引导患

者沿牙体长轴方向上、下转动牙刷，尽量将刷毛伸到龈沟内，

清洁牙齿邻面。患者可以使用氯己定等漱口液，分解口腔内

的细菌，保持良好的口腔气味等。医护人员要分析患者在治

疗前后可能出现的负面情绪变化，比如患者在治疗前后容易

出现紧张、易怒、抑郁等情绪，医护人员需结合一些优秀方

案，以及对患者的分析结果，拟定相应的疏导、安慰方案等，

同时在整个疏导安慰过程，也要注重引入家属力量，协同疏

导，进一步稳固患者的心理状态，提升患者的治疗信心，促

进患者早日康复 [10-11]。

综上所述，部分人群不注重饮食控制，或者饮食期间

不注意的口腔卫生清洁，将诱发口腔溃疡等相关病症。口腔

护理是口腔科患者治疗的关键，传统护理工作无法解决患者

不良情绪问题，引入心理护理干预，将能缓解患者的不良情

绪状态，改善患者生活状态，从而提升患者护理满意度，减

少并发症发生，助力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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