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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口腔护理在牙周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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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牙周病患者应用系统口腔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方法：于 2021 年 01 月- - 2022 年 01 月本院纳入的牙周病
患者 102 例作为观察对象，通过数字随机表法进行分组对照，各自名为常规组（常规护理）、研究组（系统口腔护理），各
51 例。结果：研究组口腔保健行为明显优于常规组（p<0.05）；研究组菌斑指数、牙龈指数、龈沟出血指数显著低于常规组
（p<0.05）。结论：系统口腔护理干预措施能够进一步改善牙周病患者口腔保健行为，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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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病属于现代临床多发病，好发于牙齿支持组织，部

分患者可伤及牙龈、深层组织，如果干预不及时，有可能会
导致口腔严重感染、牙体缺失，降低患者咀嚼功能，影响患
者饮食

[1]
。牙菌斑去除治疗是改善牙周病患者预后的关键

[2]
。

因此，寻找一种高效的护理措施，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的口腔
保健行为，促使牙菌斑控制效果提升，显得至关重要。本研
究特此纳入 102 例牙周病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探讨了系统口
腔护理干预效果，以供参考。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 102 例牙周病患者纳入于 2021 年 01 月--2022 年

01月，以数字随机表法作为分组对照依据，将观察对象随机纳
入常规组、研究组，各 51 例。研究组包括 27 例男性和 24 例
女性，年龄23-67 岁，均龄（45.4±13.6）岁；25例牙周炎、
26例牙龈炎。常规组包括28例男性和 23例女性，年龄22-67
岁，均龄（45.5±13.3）岁；26 例牙周炎、25 例牙龈炎。两
组基础资料可比性充分，统计学检验结果 P值均＞0.05。 

1.2 方法 
常规组 51 例患者辅以常规护理，口头讲解疾病知识，嘱

咐患者每日清洁口腔，使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要求患者
遵医嘱用药。 

研究组51例患者辅以系统口腔护理，包括（1）健康宣教。
根据患者教育背景以及对牙周病的了解程度，开展针对性、多
元化、个性化的教育活动，比如宣教手册、短视频、线下咨询
热线、专题讲座等等，向患者科普疾病常识，让患者了解牙周

病发生原因、临床症状、治疗进展、注意事项，耐心答复患者
疑惑。（2）口腔保健。将现场示范、视频教学方法结合，并
利用模型演示刷牙技巧、要点，让患者正确刷牙，养成良好的
刷牙习惯；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指导患者选取含氟牙膏、药物
牙膏以及细软的牙刷。牙线长25-30cm 为宜，用食指、拇指控
制牙线，然后置入牙缝中，轻微用力，促使牙线到达牙间隙并
压紧，温柔拉线，清洁结束后，将牙线从咬合面拉出来。不得
使用牙签。早晚漱口，并用指腹温柔按摩牙龈。（3）使用0.3%
双氧水或者是0.9%盐水清洗牙龈沟、牙周袋，碘甘油涂抹于患
处。清洁消毒洗漱用具，就餐前后勤洗手，嘱咐患者合理饮食，
避免高糖、辛辣、油腻食物。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口腔保健行为，主要包括牙刷使用正确、牙线

使用正确、每日刷牙 3次、每日刷牙>3min。同时对比分析两
组菌斑指数（从轻到重 0-3 分）、牙龈指数（从轻到重 0-3
分）、龈沟出血指数（从轻到重 0-5 分）。 

1.4 数据统计处理 
使用统计学软件（spss22.0）分析、检验研究组与常规

组获得的定量资料、定性资料，其中以均值（x）±标准差（s)
形式描述的菌斑指数、牙龈指数、龈沟出血指数属于定量资
料，组间 t检验；以%（率）形式表述的口腔保健行为属于定
性资料，组间 X

2
检验。最终以 P 值描述数据差异，P＜0.05

说明数据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观察研究组与常规组口腔保健行为 见表 1 

表 1 研究组与常规组口腔保健行为对比 
小组 病例数 牙刷使用正确 牙线使用正确 每日刷牙 3 次 每次刷牙>3min 

研究组 51 49（96.08%） 50（98.04%） 51（100.00%） 50（98.04%） 

常规组 51 43（84.31%） 41（80.39%） 42（82.35%） 43（84.31%） 

X
2
 - 8.792 6.055 7.969 8.054 

p - <0.05 <0.05 <0.05 <0.05 

2.2 观察研究组与常规组临床疗效 见表 2 
表 2 研究组与常规组临床疗效对比（x±，分） 

小组 病例数 菌斑指数 牙龈指数 龈沟出血指数

研究组 51 1.2±0.2 1.3±0.4 1.3±0.3 

常规组 51 1.8±0.1 2.2±0.5 2.1±0.6 

t - 15.897 17.655 16.146 

p - <0.05 <0.05 <0.05 

3 讨论 
随着现代人们饮食结构的改变，使得牙周病患者越来越

多。常规护理模式下，由于部分患者刷牙习惯固化，加之对
牙周病的认知不足，难以有效的指导患者形成良好的口腔保
健行为，以致于疾病迁延不愈，加重患者身心痛苦

[3]
。 

以口腔管理为基础的系统口腔护理干预措施，要求护理人
员全程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保证各项护理操作
系统性、科学性、规范性

[4]
。相比于常规护理而言，系统口腔

护理能够根据每位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宣教、指导，
让患者深入了解到牙齿健康的重要性，从而有意识的养成良好
的口腔保健行为，避免菌斑产生，提高牙菌斑控制效果

[5]
。本

研究对照观察，结果研究组口腔保健行为明显优于常规组
（p<0.05）。说明系统口腔护理有助于患者保持牙齿健康。与

此同时，指导患者正确刷牙，定期清洗，能够避免细菌侵蚀牙
周组织，从而减轻牙周炎性反应，降低牙龈指数，改善阴沟出
血指数

[6]
。本研究证实，研究组菌斑指数、牙龈指数、龈沟出

血指数显著低于常规组（p<0.05）。说明系统口腔护理模式能
够帮助牙周病患者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总而言之，对于牙周病患者而言，系统口腔护理干预作
用重大，值得现代临床广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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