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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口腔护理口腔正畸固定矫治患者中的观察
陶娥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河北石家庄，050082；

摘要：目的：探讨在佩戴固定矫正器的患者中实施定期性口腔卫生护理的效果。方法：研究对象为 2023 年 1 月

至 2024 年 1 月间，在本院接受固定式正畸治疗的 100 名病患。通过随机分配的方式，将这些患者分为两组：对

照组（含 50 例，采取常规护理方法）和观察组（50 例，采用定期口腔护理），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效果，如患者

的心理状态（焦虑、抑郁）评分、菌斑清除效果、口腔卫生护理依从性、口腔卫生合格情况、并发症发生率以及

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与评估。结果：观察组患者的焦虑、抑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菌

斑指数低于对照组（P＜0.05），同时，观察组在护理满意度方面也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并发

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口腔卫生护理依从性、口腔卫生合格情况均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在对口腔正畸固定矫治患者实施定期口腔护理可取得明显效果，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升口腔卫

生护理依从性及口腔卫生合格率，提高菌斑清理效果及护理满意度，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有较高应用价值，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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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正畸固定矫治是矫正口腔错颌畸形的有效方

法之一。通过调整牙齿和颌骨的位置关系，改善面部美

观和咀嚼功能。然而，固定矫治器的应用会导致一系列

并发症，如牙龈炎、牙龈增生等，影响临床治疗效果。

因此，寻找有效的护理方式对于提高矫治效果至关重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实施定期口腔护理对接受固

定式正畸治疗患者的成效：

1.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本次研究选择了 2023 年 1月至 2024 年 1月间，在

此期间接受固定式正畸治疗的 100 名患者作为样本（其

中男性 55名，女性45 名，年龄范围从 12至 24岁，平

均年龄 18.25±1.71 岁，病程 1-2 年，平均病程 1.05

±0.31 年）。将其进行随机分组，分为对照组（50例）

和观察组（50 例）。对比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结果显

示两组间无显著统计学差异（P＞0.05）。所有参与研

究的患者均在充分了解研究内容并同意参与后签署了

知情同意书。此外，本研究已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所有患者均满足口腔正畸固定矫

治的标准；（2）未患有其他口腔疾病；（3）具备正常

的沟通、表达和理解的能力；（4）临床资料完整。

排除标准：（1）存在心理障碍或精神病史的患者；

（2）神志不清或意识模糊者；（3）患有较为严重的凝

血功能异常；（4）处于妊娠或哺乳期的女性；（5）因

个人原因拒绝参与本研究或中途退出者。

1.3 方法

1.3.1常规护理方法

对照组在口腔正畸固定矫治期间接受常规护理措

施，内容如下：

①饮食调整：因固定矫治器通过粘结剂固定于牙齿，

故患者需忌口硬质食物以防损坏矫治器组件，并适当减

少甜食摄取
[1]
。

②保持器使用：正畸治疗结束后，患者需按要求佩

戴保持器以巩固疗效，并按时回院复查。

③口腔卫生保养：鼓励患者形成规律刷牙习惯，保

证每次刷牙时长不少于 3分钟。建议使用含氟牙膏，采

用正反正交替刷牙法，同时确保活动矫治器也被彻底清

洁。

1.3.2定期口腔护理

观察组采取定期口腔护理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①矫治前健康教育：在正式开始矫正治疗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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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展示和视频教学的方法对患者进行全面的健康指

导，内容涵盖正畸治疗的目标、流程，以及可能出现的

口腔健康挑战，并特别强调口腔护理的重要性及忽视护

理可能导致的问题。

②矫治前心理状态评估与辅导：在启动矫治程序之

前，对患者的身心状况进行全面评价，并针对存在焦虑、

紧张或对治疗效果存疑的患者，进行深入的沟通交流
[2]
。

通过细致分析患者的心理问题，选取其核心困扰进行针

对性疏导，确保患者能够以良好的心态面对即将到来的

治疗。

③矫正器安装护理：在安装矫正器时，护理人员严

格遵守护理规范，确保安装过程高效、安全。同时，确

保及时清除患者口腔内的多余唾液，避免其干扰矫治效

果。

④矫治器安装后的护理指导：嘱咐患者按照医生的

指示使用漱口水进行口腔清洁，并定期检查漱口的效果。

通过电话或微信等方式进行跟踪访问，并详细记录患者

的反馈信息。针对患者提出的疑问，迅速给予回应；若

发现患者情况有恶化趋势，则增加随访次数，并建议患

者返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指导。

1.4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出现频率（包括牙龈炎、牙

龈增生及其他并发症）、菌斑清除成效以及护理服务的

满意度。菌斑清除成效通过菌斑指数来量化评估，指数

越低，说明菌斑清除得越彻底。护理服务满意度则通过

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分为满意、基本及不满意三个层

级，并计算总体满意度（满意与基本满意之和）。同时，

对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焦虑、抑郁）评分、口腔卫生

护理依从性、口腔卫生合格率况进行对比和评估。

1.5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20.0 软件作为主要工具。计量资料的结

果采用标准的 t检验和均值±标准差的形式展现，而计

数资料则通过卡方检验（χ²）和百分比（%）来表示。

当 P值小于 0.05 时，表明两组或多组数据之间的差异

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水平。

2.结果

2.1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比对

观察组患者心理状态评分结果为，焦虑（32.18±4.

01）分，抑郁（31.73±3.95）分；对照组患者心理状

态评分结果为，焦虑（44.21±4.42）分，抑郁（43.63

±4.24）分；t=14.254，P=0.001 和 t=14.521，P=0.00

1，观察组患者相较于对照组，其焦虑与抑郁评分呈现

出显著降低，且该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P＜0.05）。

2.2 两组口腔卫生护理依从性与口腔卫生合格率

比对

观察组患者的口腔卫生护理依从性为 50例（100.0

0%），对照组患者的口腔卫生护理依从性为 39例（78.

00%），x2=24.719，P=0.001；观察组患者的口腔卫生

合格率为 48 例（96.00%），对照组患者的口腔卫生合

格率为 33 例（66.00%），x2=29.240，P=0.001；观察

组患者的口腔卫生护理依从性、口腔卫生合格率都高于

对照组（P＜0.05）。

2.3 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对比

在观察组中，22例（44%）患者表示满意，26例（5

2%）表示基本满意，仅有2例（4%）表示不满意，总体

满意度达到了 96%；而在对照组中，18 例（36%）患者

表示满意，24例（48%）基本满意，8例（16%）不满意，

总体满意度为 84%。统计分析显示（χ²=4.000，P=0.0

46），较于对照组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 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记录到牙龈炎 1例（2.00%），无牙龈增生

及其他并发症，总并发症发生率为 2.00%；相比之下，

对照组中牙龈增生2例（4.00%），牙龈炎 3例（6.00%），

其他并发症2例（4%），总并发症发生率为14.00%。统

计分析显示（χ²=9.783，P=0.002），较于对照组观察

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更低，且两组之间的差异在统计

学上具有显著性（P＜0.05）。

2.5 两组患者菌斑清理指数评分比对

观察组患者的菌斑清理指数评分（1.73±0.31）分，

对照组患者的菌斑清理指数评分（2.02±0.22）分，；

t=14.254，P=0.001 和 t=5.395，P=0.001，观察组患者

相较于对照组，菌斑指数评分更低（P＜0.05）。

3.讨论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于美观的需求日益增

强，推动了口腔正畸技术在临床中的广泛应用，满足了

公众对牙齿美观的期望
[3]
。然而，在正畸治疗的过程中，

患者可能会遭遇如牙龈增生和牙龈炎等并发症，这些问

题主要是由于固定矫治器对牙周环境的影响所致
[4]
。另

外，在正畸期间，口腔清洁变得更加困难，食物残渣容

易滞留，这不仅破坏了口腔内的酸碱平衡，还促进了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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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的生长，进一步刺激牙周组织。此状况不仅可能削弱

治疗效果，还可能降低患者的治疗遵从性和耐受力，诱

发负面情绪，从而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及工作产生不利影

响
[5]
。

对于以上所述而言，定期口腔护理得到大量关注。

定期口腔护理的核心在于维持患者口腔清洁，以预防包

括感染在内的各类并发症。在护理过程中，需要密切监

控患者口腔状况的变化，了解病情发展的趋势。对于专

业的口腔医疗机构而言，将每年的定期洁牙和检查纳入

常规护理服务中，有助于及早识别并解决潜在问题。推

广定期的口腔护理，不仅能增强患者的健康意识，还能

提高他们的自我护理能力，引导患者按照指导进行口腔

清洁，改善口腔卫生条件，确保正畸治疗顺利进行。通

过制定并执行定期口腔护理计划，确保正畸治疗的每个

阶段都配套相应的护理措施，实现全方位护理
[6]
。在护

理过程中，护理人员会提前进行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

帮助患者全面了解治疗过程，确保他们在心理和生理上

做好充分准备，尤其是加强患者对矫治后口腔护理重要

性的认知。在安装矫正器的同时，还会提供必要的护理

指导，重点关注预防由于唾液滞留可能导致的口腔问题，

例如牙周炎和牙龈炎以及牙龈增生等。矫治完成后，护

理工作仍需继续，旨在防止因长期口腔卫生不佳导致的

牙菌斑形成，从而维护口腔健康
[7]
。

本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焦

虑和抑郁评分显著降低（P<0.05），具有统计学差异，

说明在口腔正畸固定矫治期间实施定期的口腔护理干

预能够有效调整患者的心态，增强他们对护理措施的配

合，减轻负面情绪，改善治疗效果，缓解不适感和心理

压力
[8]
。此外，观察组在护理后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2.

0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4.00%（P<0.05），这进一步

证明了定期口腔护理在提高治疗安全性和减少并发症

方面的积极影响，尤其在降低牙龈炎和牙龈增生的发生

率上表现突出。最后，通过护理完成后，观察组在口腔

卫生护理的依从性和达标率上都明显的高于对照组（P<

0.05），表明定期的口腔护理不仅提高了患者的护理依

从性，还实质上改善了口腔环境的质量，降低了其他口

腔疾病的风险，保证了治疗效果的稳定持久
[9]
。研究还

指出，观察组菌斑指数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且

护理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证实了定期口

腔护理在口腔正畸固定矫治中的应用，能有效提升菌斑

清理效果及患者满意度。本研究结果与包丽梅
[10]
的研究

结论类似。

综上所述，在对口腔正畸固定矫治患者实施定期口

腔护理可取得明显效果，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提升口腔卫生护理依从性及口腔卫生合格率，提高菌斑

清理效果及护理满意度，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值得推广。

4.结语

在对口腔正畸固定矫治患者实施定期口腔护理可

取得明显效果，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未来，我们将

继续探索更加有效的护理方式，为口腔正畸固定矫治患

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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