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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在老年急性牙髓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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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心理护理在老年急性牙髓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我院 2020 年 1月到 2021 年 12 月期间就诊的老年
急性牙髓炎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所有患者均接受根管治疗。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
上增加心理护理，分析应用效果。结果：本研究实验组患者心理状态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将心理护理应用
到老年急性牙髓炎患者的治疗当中，能够帮助其缓解不良心态，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操作，使其治疗效果
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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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牙髓炎是口腔科比较常见的临床疾病，患者的牙髓组

织出现炎性症状，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受到深龋感染源的影响，
并且该病经根尖孔会引起逆行感染，发病的时候，患者会出现
疼痛，尤其是在夜间，痛感会更加强烈，并且当患处受到冷热
刺激时，也会出现剧烈的痛感

[1]
。老年人的口腔状况会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因此发生急性牙髓炎的概率也
相对较高。患病后患者非常容易出现一些恐惧、紧张、烦躁、
焦虑等负性情绪，尤其是在出现疼痛难忍的情况下。患者发病
的时候无法对疼痛的位置进行精准的确定，因此采用常规的止
痛药，其效果并不理想。随着疾病的发展，还可能出现牙髓坏
疽。因此，在对患者展开治疗的同时，需要配合高效的心理护
理干预，以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从而起
到提高治疗效果，缓解患者痛苦的作用

[2]
。本研究对我院老年急

性牙髓炎患者采用心理护理干预，并分析应用效果，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2020年 1月到 2021年 12月期间就诊的老年急性

牙髓炎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50 例，其
中实验组男 30 例，女 20 例，平均年龄（65.29±8.42）岁；
对照组男 31 例，女性 19 例，平均年龄（65.48±8.76）岁。
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为常规护理，监测患者的病情变化，给予

患者正确的生活指导，告知患者如何正确的进行自我护理，
进行积极的健康教育，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保持良好的
治疗环境，注意护理期间严格执行无菌操作等。 

1.2.2 实验组以对照组的护理方式为基础，增加心理护
理干预，具体为：（1）进行根管治疗前，很多患者会出现紧
张、焦虑、躁等情绪，甚至有些患者对医护人员没有充分的
信任。此时护理人员要积极与患者交流，对其进行详细的健
康教育，告知患者主要的治疗方法以及预后，使患者对自身
疾病以及口腔健康的相关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进行交
流的过程中，护理人员要保持温和谦逊的态度，不要使用专
业术语，认真回答患者的问题，使患者能够充分的信任护理
人员。（2）在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护理人员要保持陪在患者
身边，并对其进行鼓励和支持，以帮助患者提高治疗的信心，
可以选择一些患者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使患者放松身心。（3）
治疗后，护理人员要及时对患者进行指导和交流，告知其需
要注意的各相关事项，并告知患者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密
切观察患处，出现异常及时告知医生并辅助其进行处理，治
疗后鼓励患者多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保持愉悦的心情。在
与患者交流的过程中，护理人员要绝对的尊重患者，对每一
位患者都一视同仁，对每一位患者保持充分的耐心。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方法 
对比心理状态。 
1.4 统计资料 
用 SPSS24.0 软件进行对数据的统计和整理，计量资料用

（ sx  ）来表示，计数资料运用卡方来检验，p<0.05,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对比心理状态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 

表 1 对比心理状态（ sx  /分） 

SAS SDS 组别 

（n=50）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护理前 护理后 
t P 

实验组 55.63±7.19 40.09±5.26 12.3346 0.0000 57.09±8.21 43.78±4.25 10.1804 0.0000

对照组 55.42±7.52 44.14±5.83 8.3825 0.0000 56.96±8.44 46.15±5.47 7.6001 0.0000

t 0.1427 3.6471 - - 0.0781 2.4193 - - 

P 0.8868 0.0004 - - 0.9379 0.0174 - - 

3 讨论 
老年患者出现急性牙髓炎后，受到其疼痛、治疗压力等

多方面的影响会出现不良的心态变化，产生紧张焦虑、烦躁
等负性情绪，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积极采用心理护
理干预，是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关键

[3]
。在治疗前与患者

进行深入的交流，使其对治疗有深入的了解后，能够避免自
己随便猜测而引起的错误想，导致不良心态出现。患者在治
疗期间，护理人员适当的与患者交流，帮助患者分散在治疗
上的注意力，可以减轻其紧张感，使其身心得到充分的放松，
降低心理压力

[4]
。治疗后告知患者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使

其有心理准备，避免在发生不适的时候出现烦躁、焦虑甚至
紧张、恐惧的心理，鼓励患者多参与社会活动，多与人交流，
可以减少内心的烦躁情绪。正确了与患者交流，使其感受到
被重视和尊重，能够更加愿意配合治疗，提高依从性

[5]
。本

研究实验组患者心理状态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0.05。 

综上，将心理护理应用到老年急性牙髓炎患者的治疗当
中，能够帮助其缓解不良心态，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积极配
合治疗和护理操作，使其治疗效果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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