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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口腔护理对慢性牙周炎患者口腔保健知识及自我
效能感的影响效果评价

王 飞 贺春芳
银川市口腔医院�宁夏�银川�750004

摘� 要：目的：探究精细化口腔护理对慢性牙周炎患者口腔保健知识及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方法：选取银川市口

腔医院2022年4月~2023年7月期间收治的88例慢性牙周炎患者开展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予以常规护
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辅以精细化口腔护理，各44例，对比效果。结果：护理后，观察组对口腔保健知识掌握
率95.45%高于对照组81.82%（χ2 = 4.062，P < 0.05）；观察组GSES评分高于对照组，OHIP-14评分低于对照组（P 
< 0.05）。结论：精细化口腔护理可提升患者对口腔保健知识的掌握率，增强自我效能感，改善口腔健康相关生活
质量。

关键词：慢性牙周炎；精细化口腔护理；口腔保健知识；自我效能感；影响效果

作为口腔医院的常见病，慢性牙周炎发病率较高，

占牙周炎的95%左右[1]。该病发生复杂，普遍与遗传、环

境、菌斑微生物形成等因素存在联系，随着病情进展，

可造成牙齿松动、牙龈肿胀/萎缩、牙齿脱落。面对慢
性牙周炎的治疗，通常采用牙周基础治疗、牙周维护治

疗，其中牙周维护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大部

分慢性牙周炎患者缺乏对口腔保健的认识，加上自我效

能感低下，导致治疗失败，造成病情反复发作，从而降

低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水平[2]。因此，强调了护理的

重要性。精细化护理是在以人为本基础上，为患者提供

“精”“准”“细”等特点干预措施理的新型护理。近

些年，精细化护理在口腔护理领域中受到广泛运用，取

得显著效果[3]。为此，本研究选取银川市口腔医院的慢性

牙周炎患者为例，探究精细化口腔护理的应用价值及对

其口腔保健知识、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结合研究筛选条件，自银川市口腔医院2 0 2 2年

4月~2023年7月期间选取88例慢性牙周炎患者进行研
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以下两组：对照组44中
男25例、女19例；年龄28~60岁，平均（43.59±4.41）
岁。观察组44中男23例、女21例；年龄30~60岁，平均
（44.21±5.11）岁。上述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接近（均P > 
0.05）。

1.2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认知正常，依从性良好；（2）结

合临床表现、CT检查、X线检查等中和确诊为牙周炎，

且病程 ≥ 6个月；（3）入组对象对研究内容已知晓，并
主动加入。

排除标准：（1）合并心理疾患（焦虑、抑郁等）；
（2）合并凝血功能障碍、传染性疾病、严重感染等；
（3）其他口腔疾病。

1.3  方法
对照组：采取护理，即检查、评估口腔状况，结合

评估结果，与患者进行深入交谈，询问记录基本情况；

以口头教育形式简单介绍疾病知识，强调保持良好口

腔卫生的重要性、坚持治疗的必要性及治疗的流程、疗

程、周期、可能需要的费用等，并耐心解答患者疑问；

治疗后，再次强调保持良好口腔卫生对防治疾病复发的重

要性，并发放口腔保健图册，供患者阅读，进一步了解掌

握口腔保健方面知识。此外，嘱咐患者定期就医复查。

观察组：采取常规护理的同时辅以精细化口腔护

理，如下：（1）组织规范化、统一培训，以精细化护
理的来源、发展历程、护理理念、应用现状等内容为

主，增强护理人员自身综合素质，提高业务水平。查

阅、收集相关文献资料，确定慢性牙周炎的护理现状，

再整理、分析患者基本信息（疾病原因、既往病史、生

活习惯等），同时结合患者护理需求、精细化护理理念

等，制定护理计划。（2）护理内容，①治疗前，主动
迎接患者，保持面带笑容，进行自我介绍，拉近彼此距

离，构建和谐护患关系；询问患者“您知道慢性牙周

炎么”“您日常有按时刷牙么，每次刷牙时间是多少

呢”“您希望获得与疾病相关的哪方面知识呢”等，整

合、分析患者对疾病保健知识的理解程度，再结合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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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接受程度等差异，选择恰当的方式进行教育，

如播放幻灯片、发放图文并茂手册等，包括正确的刷牙

步骤、日常口腔清洁方法等，注意尊重患者，保护患者

隐私。②治疗中，从患者面部表情、动作、语气等分析

心理状况，引导患者阐述内心对疾病的看法、可能面临

的困境等，予以针对性疏导，如观看治疗成功案例的治

疗前后对比图、播放舒缓音乐，必要时运用非语言沟通

技巧，如握手、轻拍肩膀、眼神交流等，鼓励患者配合

治疗；③治疗后，再次强调口腔卫生习惯养成的重要

性，现场演示如何正确使用牙线、牙间隙刷，要求刷牙

时间 ≥ 3min，餐后漱口，减少口腔食物残渣，减少牙菌
斑形成；邀请患者关注本院创建的微信公众号，由专人

负责定期以文字、微视频等形式发布慢性牙周炎的口腔保

健知识要点，供患者阅读、查看，做好日常口腔维护。

1.4  观察指标
1.4.1  对口腔保健知识掌握情况
采用本院口腔科自身设计的《慢性牙周炎患者对口

腔保健知识调查表》为工具，以问卷形式调查其对口腔

保健知识的掌握状况，总分100分，完全掌握（80~100
分）、部分掌握（60~ < 80分）、未掌握（ < 60分）。
掌握率 = 完全掌握（%）+部分掌握（%）。
1.4.2  自我效能感、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以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4]、OHIP-14量表[5]

为工具，评价患者护理前后的自我效能感、口腔健康相

关生活质量，其中GSES量表包括10个条目，按照1~4分
评分制进行赋值，总分10~40分，以分高为佳。OHIP-14
量表包括14个条目，按照0~4分评分制进行赋值，总分56
分，以分低为佳。

1.5  统计学处理
用SPSS27.0统计软件分析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

“x±s”表示，行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行χ2

检验，（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对口腔保健知识掌握率的比较
护理后，观察组对口腔保健知识掌握率高于对照组

（P < 0.05），见表1。

表1 患者对口腔保健知识掌握率的比较[n（%）]
组别 完全掌握 部分掌握 未掌握 掌握率

对照组（n = 44） 15(34.09) 21(47.73) 8(18.18) 36(81.82)

观察组（n = 44） 18(40.90) 24(54.55) 2(4.55) 42(95.45)
χ2值 - - - 4.062 

P值 - - - 0.044 

2.2  自我效能感、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比较
护理前，两组GSES评分、OHIP-14评分差异接近（P 

< 0.05）；护理后，两组GSES评分较护理前高，OHIP-14

评分低于护理前，尤其是护理后的观察组（P < 0.05），
见表2。

表2 自我效能感、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比较[n（%）]

组别
GSES评分 OHIP-14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n = 44） 14.59±3.27 27.85±5.35a 34.67±4.41 17.07±2.15a

观察组（n = 44） 15.11±4.03 31.33±6.17a 35.47±5.17 15.67±1.55a、

χ2值 0.665 2.827 0.781 3.504 

P值 0.508 0.006 0.437 0.001 

注：与本组护理前比较，aP < 0.05。

3 讨论

精细化护理在“以人为本”为护理理念基础上，积

极采取具有“精”、“准”、“细”等特点的护理服务

措施，以满足患者护理需求，提高护理效果的过程。该

护理的核心思想以“精”、“准”、“细”为主，当中

的“精”是指精益求精，追求更好；“准”是指准确的

时间衔接、正确的工作方法；“细”是指操作细化、管

理细化[6]。

该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对口腔保健知识掌握率较

对照组高，说明精细化口腔护理更有利于提高患者对口

腔保健知识掌握率，原因为常规护理的健康教育内容

片面、方式单一，无法满足患者对饮食管理、口腔健康

预防、牙周炎症状识别等知识的需求，而精细化口腔护

理能够结合患者个体差异性及其治疗前、治疗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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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环节的实际需求，进行相应干预，如治疗前的多元化

健康教育，能够拓展患者了解口腔保健知识的途径，使

其认识到健康口腔健康卫生习惯防治慢性牙周炎的重要

性；治疗中的针对性心理疏导可消除患者思想负担，增

强治疗信心，促进治疗的顺利进行；治疗后基于网络平

台的随访能够确保患者仍得到连续的规范化健康指导，

自觉改变不良生活习惯行为，做到真正意义上维护良好

的口腔卫生状态[7]。

自我效能是个体对自身处理某事件能力的自我评

价、把握。作为个体健康行为管理中的重要中间变量，

自我效能感的增强吗，能够进一步弱化症状群给生活质

量带来的负面影响。研究中以量表形式调查患者的自我

效能感，结果发现观察组较对照组的GSES评分更高，说
明精细化口腔护理对患者自我效能感具有良好的改善作

用，较常规护理优，究其原因，常规护理内容片面，且

护患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所以无法更好地解决患者自

我效能低下问题。而精细化口腔护理更注重患者需求、

护理细节，使整个护理更全面、系统，通过分析患者治

疗前、治疗中、治疗后不同阶段的潜在问题及其原因，

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可有效增强患者自我效能感，提

高其自我管理行为，增加对疾病康复的信心，配合采取

健康行为，促进病情恢复。

近年来，医学模式的转变，生活质量水平的提升逐

渐成为当前治疗、护理的首要目标。常规护理服务被

动，且仅关注患者病情、躯体恢复状况，无法改变心理

因素对患者的影响、解决患者自我效能低下的原因，所

以患者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处于低水平，而精细化口

腔护理可以促使护理人员通过规范、精细化护理流程从

治疗前、治疗中、治疗后为患者提供一系列精细化护理

干预，重视患者心理需求，关注患者个体自我效能感，

从而提升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水平[8]。本结果已显示，

观察组较对照组的OHIP-14评分更低。
综上所述，精细化口腔护理可确保慢性牙周炎患者

取得良好的近远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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