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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护理在牙髓炎根管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改善心理
状态分析

胥 岩 殷 英
银川市口腔医院�宁夏�银川�750004

摘� 要：目的：探究针对性护理对牙髓炎根管患者的应用效果及对其心理状态的改善作用。方法：于2022年1月
~2023年11月银川市口腔医院选取牙髓炎根管患者开展研究，纳入102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n = 51，予
以常规护理）、观察组（n = 51，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辅以针对性护理），对比效果。结果：护理后，观察组RCT-DFS
量表评分较对照组低（P < 0.05）；观察组治疗依从性96.08%较对照组80.39%高（P < 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
7.84%较对照组23.53%低（P < 0.05）。结论：针对性护理可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提高治疗依从性，减少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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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髓炎是常见、严重的一种口腔疾病，好发任何年

龄段，且无性别差异，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及正常生

活[1]。对于牙髓炎的治疗，多数情况下采用根管疗法，

防治病情进展，促进口腔健康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大

部分患者对根管治疗缺乏认知，加上治疗周期长、患者

恐惧疼痛等影响，进一步加重心理负担、精神压力，产

生牙科畏惧症，从而降低治疗依从性，以及增加治疗后

并发症风险[2]。所以，做好牙髓炎根管患者的护理具有重

要意义。作为一项新型护理模式，针对性护理是在常规

护理基础上，按照以人为本为核心，根据患者个体差异

性，积极采取一系列具有个体化、针对性等特点的护理

过程。目前，针对性已广泛用于临床，取得了令人满意

的效果[3]。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选取银川市口腔医院

2022年1月~2023年11月期间收治的102例牙髓炎根管患者
为例，探究针对性护理的应用效果及对其心理状态的改

善作用，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自银川市口腔医院2022年1月~2023年11月期间选取

102例牙髓炎根管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分组：对照组51中男30例、女21例；年龄18~58岁，平
均（35.47±4.33）岁。观察组51中男28例、女23例；年
龄20~58岁，平均（36.17±5.05）岁。上述两组一般资料
（平均年龄、性别结构等）差异接近（均P > 0.05），具
有可比性。

1.2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认知正常；（2）结合临床表现、

口腔CT检查等确诊为牙髓炎；（3）存在根管术治疗指

征；（3）对研究内容已知晓，并主动加入。
排除标准：（1）沟通、理解等障碍，其伴心理疾患

（焦虑、抑郁等）；（2）合并凝血功能障碍、严重感染
等；（3）重要脏器功能不全。

1.3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即治疗前，评估患者病情

状况，完善常规检查，确定基本病情；简单介绍牙髓

炎、根管疗法等知识；治疗中，配合医师完成治疗操

作；治疗后，告知患者术后护理要点、日常注意事项、

良好口腔卫生的重要性等，嘱咐患者按时进行复诊。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辅以针对性护理，如

下：（1）成立针对性护理小组，成员为一名护士长、
3~4名护士，均具备丰富的口腔科工作经验，且工作责
任心强、护患沟通能力强，组长负责组织培训活动，组

员均积极参与，学习掌握牙髓炎、根管疗法方面知识及

针对性护理的理念、临床意义、应用现状，旨在增强自

身综合素质，提升业务水平，以及明确牙髓炎根管患者

护理现状，结合患者护理需求，制定护理计划。（2）
护理内容，①治疗前，以提问形式询问患者“您对根管

治疗有所了解么”“您对根管治疗具体害怕哪些方面

呢?”“您想具体了解哪方面内容?”，同时结合患者受
教育程度、接受能力等差异，采取图片、播放幻灯片等

形式进行针对性介绍治疗的流程、配合要点，并引导患

者进行根管治疗情景的鼻呼吸训练（患者含少量蒸馏

水，头部后仰45°，经鼻呼气、吸气），以防治疗中发
生误吸；另外告知患者“疼痛会从治疗开始持续到结

束”，强调个人疼痛阈不同，对治疗疼痛的感受也不尽

相同，使其正确看待治疗带来的疼痛。全面评估患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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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状况，予以高度重视，如向介绍、展示治疗用物及器

械的性能、用途等，减轻患者内心恐惧感、紧张感，与

此同时用开放式提问方式了解患者心理状况，如“目前

有什么担心的问题?”，针对“不疼不用治疗”等错误认
知，及时纠正，如强调根管治疗的必要性及益处、介绍

治疗成功案例等。②治疗中，动态评估患者心理状态，

结合评估结果及其情感需求，告知“局麻所致疼痛是可

以忍受的”“根管充填操作不疼”等，并为患者播放轻

音乐《雨的印记》《城南花已开》等，分散其对治疗、

疼痛的注意力。另外，与患者间保持沟通、互动，如患

者因口底有液体而恶心、张口时间长感觉累等，可举手

示意暂停治疗，稍作休息；向患者传达预期治疗时间、

感觉，治疗结束时提示患者“马上结束”，使其心情放

松。③治疗后，第一时间告诉患者“治疗很成功”，并

询问患者“您感觉怎么样?”，重点告知患者治疗后1~3d
内患牙酸胀感、疼痛均为正常现象，无需过度担忧、紧

张，如若出现咬合疼痛，则及时复诊。邀请患者关注微

信公众号，观看发布、推荐的微信视频号《根管治疗相

关健康讲座》《牙体及牙髓疾病详解》《什么是根管治

疗》《根管治疗期间应注意什么》《根管治疗后的日常

注意事项》《根管治疗后的牙有必要做牙冠吗》等，增

强患者自我保健意识，采取健康行为。

1.4  观察指标
评价患者心理状况、治疗依从性、并发症。

1.4.1  心理状况
以牙科畏惧症量表（RCT-DFS）[4]为工具评估入组对

象护理前后的心理状况。

RCT-DFS量表共30个条目，按照1~5分评分制对各条
目赋值，总分30~150分，分值越高，畏惧程度越明显，
心理状况越差。

1.4.2  治疗依从性
采用本院自身设计的《口腔疾病根管治疗患者治疗

识依从性调查表》为工具，以问卷形式调查入组对象的

治疗依从性。该问卷总分100分，分为完全依从（80~100
分）、部分依从（60~ < 80分）、未依从（ < 60分）。
依从性 = 完全依从（%）+部分依从（%）。
1.4.3  并发症
总发生率 = 并发症病例（误吸、急性根尖周炎、牙

齿断裂等）/入组人数×100%。
1.5  统计学处理
用SPSS27.0统计软件分析处理数据，计量资料行t

检验，计数资料行χ2检验，（P < 0.0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心理状况的比较
护理前，两组RCT-DFS量表评分比较无差异（P > 

0.05）；护理后，两组RCT-DFS量表评分较护理前低，
其中护理后的观察组RCT-DFS量表评分明显降低（P < 
0.05 =，见表1。

表1 心理状况的比较[（ ），分]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 = 51） 83.51±5.39 53.37±2.21

观察组（n = 51） 84.15±6.03 50.29±1.11a

t值 0.565 8.894 

P值 0.573 0.000 

注：与本组护理前比较，aP < 0.05。
2.2  治疗依从性的比较
护理后，观察组治疗依从性高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2。
表2 治疗依从性的比较[n（%）]

组别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未依从 依从性

对照组
（n = 51）

17(33.33) 24(47.06) 10(19.61) 41(80.39)

观察组
（n = 51）

21(41.18) 28(54.9) 2(3.92) 49(96.08)

χ2值 - - - 6.044 
P值 - - - 0.014 

2.3  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
护理后，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低（P < 

0.05），见表3。
表3 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 [n（%）]

组别
急性根尖
周炎

误吸 牙齿断裂 总发生率

对照组
（n = 51）

3(5.88) 5(9.81) 4(7.84) 12(23.53)

观察组
（n = 51）

1(1.96) 2(3.92) 1(1.96) 4(7.84)

χ2值 - - - 4.744 

P值 - - - 0.029 

3 讨论

根管治疗是牙髓炎的有效治疗方法，但多数患者存

在明显的牙科畏惧症，增加医护人员诊疗难度，降低治

疗效果[5]。作为新型护理，针对性护理既能弥补常规护

理不足，又能针对性解决患者护理问题，强化护理质

量 [6]。本研究结果显示，现观察组RCT-DFS量表评分较
对照组低，提示针对性护理对患者心理状况的改善作用

更显著，究其原因，常规护理仅关注患者躯体状况，忽

视了心理需求，因此护理效果并不理想，未能达到良好

的预期目标。针对性护理的实施高度重视的护理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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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使其系统学习针对性护理的护理理念，并结合自

身工作经验、患者特点及心理需求，予以相应的护理，

护理人员表现出的友好、平静态度，能为患者提供足够

的情感支持，另外与患者治疗期间的顺畅沟通、默契配

合及良好的音乐疗法等能够进一步减轻患者思想负担，

缓解牙科畏惧情绪，促进身心健康发展[7]。该研究结果

显示，观察组治疗依从性较对照组高，说明针对性护理

更有利于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较常规护理优，原因如

下：针对性护理能够全面评估患者对根管治疗的认知状

况及心理状况，结合评估结果，分析、确定患者不良情

绪、治疗依从性低下的原因，以指导采取针对性护理，

纠正患者错误认知的同时针对性地解答患者疑惑，消除

患者对治疗复杂性、预后不确定的不良心理，重新看待

根管治疗，同时通过情景训练作用，增加患者的控制

感，熟悉、适应根管治疗，从而提升治疗依从性。常规

护理缺乏针对性、服务被动，未能及时发现潜在并发症

风险，因此接受常规护理的对照组最易发生并发症。而

针对性能力能够强化对患者的健康教育，使其正确认识

并发症的危害，从而提升认知能力，配合采取利于口腔

健康的行为，从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8]。所以，接受针对

性护理的观察组并发症较对照组低。

综上所述，针对性护理在牙髓炎根管患者中可获得

较理想的效果，对其心理状态的改善、治疗依从性的提

高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还可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保障

患者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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