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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牙周炎是因患者无良好的口腔健康习惯导致
的。 因此，在牙周炎治疗过程中，应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加
强对口腔卫生健康教育的宣教工作[1]。 本次对照实验中，便探
究了口腔卫生健康宣教对牙周炎治疗效果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共有 90例牙周炎患者入组参与本次实验，均被确诊为牙

周炎，均有着明显的牙结石、疼痛感、牙周病等症状，符合牙周
炎诊断标准，为我院于 2019年收治。同时，组内患者除本身牙
周炎外，无其他系统性疾病或其他类型口腔疾病，可入组参
与实验。 在患者入组后，被随机分配为了使用常规健康教育
的对照组和使用口腔卫生健康宣教的观察组， 每组 45例患
者。 90例牙周炎患者中，病程时间在 3个月~11年之间，平均
（7.06±1.58)年。 同时，包括有 51例男性患者和 39例女性患
者，年龄介于 31~65岁之间，平均年龄（54.25±3.39)岁。相比之
下，两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 >0.05，存在可比
性。
1.2 方法
对对照组牙周炎患者实施常规健康教育。
对观察组牙周炎患者在常规健康教育的基础上增加口

腔卫生健康宣教。 （1)制定健康教育计划：牙周炎是一种常见
慢性口腔疾病，对患者身体的影响具有持久性，随着疾病的
发展，甚至会导致牙齿脱落。 据本次实验中研究对象的一般
资料来看，其平均病程时间较长，且因其自身病症因素、口腔
习惯等因素影响，病症情况具有一定的个性化特点，对此护
士要明确患者的基本情况，根据其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口
腔卫生健康宣教计划。 （2)健康教育：组内牙周炎患者平均年
龄为（54.25±3.39)岁，年龄相对较大，对健康知识的了解也较
浅，且部分患者存在有长期吸烟史，也会对口腔造成一定的
刺激，从而加剧炎症反应，推动牙周炎的发展。 对此护理人员
要加强与患者间的沟通， 向其讲解有关牙周病的发病机制、
相关影响因素等;同时，可采用视频、图片的形式来向患者展
示牙周病的危害，以循序渐进地提升患者对相关健康知识的
认知深度[2]。 （3)日常生活健康教育：应为患者制定相关口腔
卫生计划，如在日常生活中，饭前、饭后要漱口，每天早、晚两
次刷牙，每次均应 3min等。 此外，也要教导患者牙线的使用
方法，尽最大限度地促进患者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1.3 观察指标
将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及口腔保健自我效能评分

作为观察指标。
1.4 统计学处理
实验中的观察指标使用（％)、（分)表示，选择 SPSS21.0作

为统计学处理工具，结果使用 t或 χ2 检验，若数据间差异较

大且存在有统计学意义，可表示为（P <0.05)。
2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由表 1分析来看， 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更低于对

照组（P <0.05)。
表 1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2.2口腔保健自我效能评分
观察组患者的定期口腔就诊、正确刷牙、平衡饮食等口腔

保健自我效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数据间存在有统计学意
义（P <0.05)，详见表 2。

表 2 口腔保健自我效能评分

3讨论
口腔疾病具有病情复杂、类型多样的特点，牙周炎便是当

前比较常见的一种口腔疾病，据调查了解来看，菌斑的出现及
其发展会提升牙周炎发病率。在牙周炎的影响下，患者伴随有
牙龈炎症、牙结石等，且由于其中有着较为严重的细菌聚集，
导致炎症反应非常严重，在其长期影响下，会导致患者牙齿松
动、脱落，进而对患者身体造成严重伤害[3]。 而本次实验中，重
点探析了口腔卫生健康宣教的观察组， 其不良事件发生率明
显低于对照组，且如表 2来看，观察组患者的定期口腔就诊、
正确刷牙、 平衡饮食等口腔保健自我效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P <0.05)。

据此来看， 对牙周炎患者使用口腔卫生健康宣教效果显
著，对促进患者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有重要意义，适宜在
临床上加大推广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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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卫生健康宣教对牙周炎治疗效果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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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口腔卫生健康教育对牙周炎治疗效果的影响。 方法：本次实验中，共选取研究对象 90例，为我院口腔科
于 2019年收治，已经被确诊为牙周炎，同时存在有明显的牙周炎临床症状，如牙结石、充血、牙周病等。 同时，实施随机数表法
将其随机分配为两组，即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5例患者，并对其采用不同类型的健康宣教措施，其中对照组使用常规健康教
育，观察组应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口腔卫生健康宣教，并对比两种不同健康宣教模式下患者的不良事件发生率及口腔保健自
我效能评分。 结果：观察组患者牙龈出血、牙周袋、牙龈退缩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的定期
口腔就诊、正确刷牙、平衡饮食等方面的口腔保健自我效能评分也更高于对照组，数据间存在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将
口腔卫生健康宣教应用于牙周炎治疗中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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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牙龈出血 牙周袋 牙龈退缩 牙松动 发生率

观察组 45 1 1 0 0 4.44%
对照组 45 4 3 1 1 20%

χ2 9.569
P ＜0.05

组别 n 定期口腔就诊 正确刷牙 平衡饮食

观察组 45 19.59±2.88 17.89±3.09 16.59±2.57

对照组 45 18.21±2.63 16.58±2.52 15.02±2.36

t 2.569 3.069 3.039

P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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