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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护理对慢性牙周炎患者维护期口腔状况的改善分析

罗婷　文丹

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院　湖南长沙　410005

摘　要：目的：对于慢性牙周炎患者来说，采用牙周护理对维护期口腔状况的改善效果进行研究与分析。方法：选取我院

2022 年 5 月—2024 年 5 月，以收治的 68 例慢性牙周炎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方式差异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各组患

者人数为 34 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牙周护理干预形式，研究组患者采用牙周护理干预形式。观察分析两组患者的口腔卫

生状况指标变化、护理满意率。结果：护理后，研究组患者的口腔卫生状况指标变化情况明显更佳，优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对慢性牙周炎患者来说，要想切实改善维护期口腔状况，就需要合理采用牙周护理干预措施，对患者的菌斑指数、

龈沟出血情况、牙龈指数进行有效控制，提升患者的护理满意率，建议临床借鉴与实践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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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慢性牙周炎患者进行牙周支持治疗，一般需要定期进

行复查，达到显著的治疗效果。但对于实际的复查结果了解

到，短期内患者口腔就会出现新生的牙石、菌斑堆积。而要

想有效控制菌斑的形成，则要依赖患者主观清洁 [1-2]。采用

牙周护理干预形式，为患者提供科学化的卫生指导，可以使

得患者形成良好的刷牙习惯，掌握控制菌斑的有效方式。本

次研究对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牙周护理干预形式，研究组患

者采用牙周护理干预形式。观察分析两组患者的口腔卫生状

况指标变化、护理满意率，现做出如下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2 年 5 月—2024 年 5 月，以收治的 68 例

慢性牙周炎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护理方式差异分为对照组

与研究组，各组患者人数为 34 例。对照组男为 18 例，女为

16 例，年龄为 25-63 岁，平均年龄为（41.25±3.89）岁；

研究组男为 19 例，女为 15 例，年龄为 25-64 岁，平均年龄

为（41.85±3.31）岁。两组一般资料结果比较存在差别不大，

可比较分析（P ＞ 0.05）。

1.1.1 纳入标准

患者口腔内无黏膜损害；患者临床资料完整，配合度

较高。

1.1.2 排除标准

合并结核病、肝炎等疾病；合并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

存在开放性龋坏情况患者；哺乳期、妊娠期女性。

1.2 方法

全部患者进行牙周维护治疗以后，实行全面口腔卫生

宣教，使得患者与家属了解维护口腔卫生的核心意义，教授

患者 Bass 刷牙法。立足于患者的实际牙周状态，个性化地

展示使用牙线、刷牙间隙的实际方式。对照组患者进行常规

护理：进行基线检查之后，指导患者进行自我口腔卫生维护，

定期复查，对口腔检查数据进行记录。

研究组患者采用牙周护理干预形式：①实现菌斑染色，

结合患者口腔内菌斑的基本残留情况，开展个性化的口腔卫

生指导工作，指导患者使用牙线、刷牙间隙等。患者以正确

的方法，将牙面染色区域清洁干净，有效掌握维护口腔卫生

的技巧。②为患者提供心理指导：使得患者对自我口腔卫生

维护认同感显著增强，掌握 Bass 刷牙法，对口腔进行有效

的维护，使得患者的护理依从度明显提高，改善不良情绪。

以耐心关心的指导方式，增强患者治疗信心。③在患者复诊

的时候，也要沟通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督促患者继续执行

自我口腔卫生维护，定期进行口腔检查。

1.3 观察指标

（1）观察分析两组患者的口腔卫生状况指标变化：具

体选取指标包括牙菌斑指数、龈沟出血指数、牙龈指数。其

中牙菌斑指数根据牙菌斑的数量、厚度划分。分数为 0 ～ 5

分，分数越接近 0 分表示卫生状况越佳 [3]。龈沟出血指数结

合龈缘、龈乳头外观评估，分数为 0 ～ 5 分，分数越接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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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表示龈沟出血现象越严重。牙龈指数则是对牙龈色泽进行

观察，确定是否存在红肿、充血等情况。分数为 0 ～ 5 分，

分数越接近 0 分表示牙龈炎症改善效果越突出。

（2）观察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以本院自制的

护理满意度量表作为基础标准，实际选取项目包括耐心解答

问题、护理服务、操作水平等。分数为 0 ～ 100 分，实际等

级划分为十分满意、满意、不满意，分数越接近 100 分，表

示患者的护理满意率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采 用 SPSS 26.0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处 理， 计 量 资 料 采 用

“（ sx ± ）”表示，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

用 χ2 检验，当 P ＜ 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分析两组患者的口腔卫生状况指标变化

护理后，研究组患者的口腔卫生状况指标变化情况明

显更佳，优于对照组（p ＜ 0.05）。详见表 1。

表 1 对照组与研究组患者的口腔卫生状况指标变化情况比较（ x ±s，分）

组别 牙菌斑指数 龈沟出血指数 牙龈指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n=34） 4.02±0.25 0.58±0.32 3.88±0.53 0.55±0.44 4.21±0.35 1.08±0.22

对照组（n=34） 4.06±0.39 2.41±0.42 3.82±0.46 2.37±0.29 4.24±0.39 2.83±0.16

T 值 0.503 20.209 0.499 20.138 0.334 37.511

P 值 0.616 0.000 0.620 0.000 0.740 0.000

2.2 观察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

护理后，研究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明显更高，优于对

照组（p ＜ 0.05）。详见表 2。

表 2 对照组与实验组患者的护理满意率比较

组别 十分满意（n,%） 满意（n,%） 不满意（n,%） 患者满意度（n,%）

研究组（n=34） 20（58.82） 13（38.24） 1（2.94） 33（97.06）

对照组（n=34） 15（44.12） 12（35.29） 7（20.59） 27（79.41）

X2 值 —— —— —— 5.100

P 值 —— —— —— 0.024

3. 讨论

牙周炎是菌斑微生物导致的慢性破坏类疾病，也是成

年人牙齿脱落的核心因素。菌斑微生物则是牙周病始动因

子，有效进行菌斑控制，也是进行治疗的基础要点。以规律

的牙周支持治疗形式，使得口腔微生物总量明显减少。实行

牙周护理干预，则能确保患者掌握菌斑控制的要点，有效减

轻牙周炎症 [4-5]。为患者普及口腔健康知识、给予心理支持，

提前告知患者慢性牙周病可能引发的风险，增强患者治疗疾

病的主观能动性，切实改善口腔健康状况。基于此，在慢性

牙周炎维护期，对患者口腔健康知识掌握程度进行评估，使

得患者掌握正确刷牙、牙缝的实际方式，用餐之后及时漱口。

还可以以微信随访的形式，提醒患者定期复查，使得患者形

成良好牙齿保健意识。在制定与促进牙周护理计划实施的基

础上，达到显著的维护效果，避免牙周疾病进展，有效解决

出血现象，预防菌斑形成。

综上内容，对慢性牙周炎患者来说，要想切实改善维

护期口腔状况，就需要合理采用牙周护理干预措施，对患者

的菌斑指数、龈沟出血情况、牙龈指数进行有效控制，提升

患者的护理满意率，建议临床借鉴与实践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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