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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预防护理在牙体牙髓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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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牙体牙髓病患者护理过程中综合性预防护理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定 92 例牙体牙髓病患

者为研究对象，于 2024 年 3 月-2024 年 3 月进入本院治疗，根据入院时间先后顺序分成两组，试验组（46 例）执

行综合性预防护理，常规组（46 例）执行基础性护理，比较护理效果。结果 试验组患者口臭率为 4.35%、口腔

感染率为 2.17%，分别低于常规组的 17.30%和 15.22%，统计学有意义（P＜0.05）。试验组患者的焦虑评分和疼

痛评分均低于常规组，统计学有意义（P＜0.05）。结论 牙体牙髓病患者在临床护理中运用综合性预防护理，有

助于减少并发症、改善情绪状态、缓解疼痛程度，临床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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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omprehensive preventive nursing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endodontic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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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lin Gol League Central Hospital, Xilin Hot City, Xilin Gol Leagu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omprehensive preventive care in nursing patients with 
dental pulp disease. Methods 92 patients with dental pulp diseas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entered the 
hospital for treatment from March 2024 to March 2024.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tim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46 cases) performed comprehensive preventive nursing, and the routine group 
(46 cases) performed basic nursing, and the nursing effect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halitosis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test 
group was 4.35% and the oral infection rate was 2.17%, which was lower than 17.30% and 15.22%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respectively,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 anxiety score and pain score of the tes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comprehensive preventive care in clinical care is helpful to reduce complications, improve emotional state and relieve pain, 
with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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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体牙髓病在临床中是一种以龋齿、牙髓炎为表

现的疾病，其发病原因具有复杂性特点，患者牙齿遇冷

或预热时出现肿痛、疼痛或剧烈疼痛，龋洞形成，对酸

甜饮食过敏等[1]。该疾病自愈难度高，并需进行专业治

疗，由于治疗操作需在患者口腔中完成，导致口腔黏膜、

血液、医疗器械和空气尘埃成为病原菌的重要传播途

径，容易引发口腔感染风险[2]。而且疾病治疗周期长，

给护理工作开展造成了困难，如果护理不利则会增加

感染风险，严重影响临床治疗和预后效果。本院将综合

性预防护理运用到临床中，为了探讨应用价值进行本

次研究，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牙体牙髓病患者中选取 92 例加入本次研究，筛

选时间为 2024 年 3 月-2024 年 3 月，所有患者以入院时

间先后顺序为标准分成 2 组，每组 45 例。常规组患者

年龄范围 22-58 岁，均值（42.67±3.51）岁，包含 24 例

女患和 21 例男患；试验组患者年龄范围 24-61 岁，均值

（42.95±3.84）岁，包含 23 例女患和 22 例男患。以上

各项基础数据两组患者之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 
1.2 方法 
常规组进行基础性护理：保持舒适、良好的病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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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持室内卫生和清新空气；确保无菌操作原则的严

格落实；叮嘱患者治疗期间需要注意的事项；告知患者

注意口腔清洁，并指导其正确的清洁方法；并与医师进

行良好配合，遵医嘱进行其它护理。 
研究组进行综合性预防护理，具体措施如下： 
1.2.1 心理护理：由于患者对牙体牙髓病认知不足，

再加上长期受到疼痛困扰，容易产生不良心理情绪。护

理人员需要及时了解患者的心理情绪变化，并给与积

极疏导，定期了解不良情绪不利于疾病治疗和康复，叮

嘱患者保持乐观、愉悦的心情。同时，对患者进行疾病

相关的健康教育，使其充分理解发病原因及疾病发展

过程，让患者对自身病情的严重程度有所了解，告知患

者具体的治疗方案及后续效果。在健康宣教时可以采

用图文并茂的健康手册，借助手册向患者讲解，更有助

于加深患者的理解，从而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更有

助于疏导其担忧、不安等不良情绪。 
1.2.2 疼痛护理：在治疗时让患者处于舒适的体位，

可以根据需求对座椅高度进行调整，告知患者保持放

松；治疗过程中出现不适情况，需立即告知医生；指导

患者掌握转移疼痛注意力的方法，有助于缓解疼痛。 
1.2.3 改善诊疗环境： 
①对诊室进行科学规划，科学划分候诊区、诊疗区、

清洗消毒区及生活区。诊疗区设计需注意治疗椅之间

需用屏障物隔开，每个治疗椅应保证≥8cm2 的操作空

间，治疗椅之间应保持≥1.9m 的距离，治疗椅与边台

保持≥66cm 的距离，每个治疗椅旁边均需放置洗手池
[3]。清洗消毒区内需与诊疗区分开，器械消毒和清洁区

域进行区隔。 
②为了保证就诊秩序，提高就诊效率，需在各个区

域布设显著的标识，并由护理人员引导就诊。 
③保证诊疗室内干净整洁和空气流通。为了促进

室内空气流通需在诊疗前开窗通风 30min 以上。诊疗

前后需要清洁诊室座椅、台面、桌面、地面，并使用消

毒液进行消毒，若存在体液、血液污染的情况，应使用

含氯消毒液立即清理[4]。器械台上必须铺垫一次性塑料

薄膜，并且每个患者需重新更换。诊疗室需保持 2 次/
日的频率用紫外线进行消毒，1 次/周彻底消毒[5]。 

1.2.4 规范废物处理、器械消毒：口腔器械应使用

一次性用品，做到专人专用。分类存放各种医疗废物，

为了防止锐器划伤，不得用手分离。洁牙手柄、砂石等

器械不耐高温，在清洗时需先在 1:100 含氯的消毒液中

浸泡 30 分钟，再在流动自来水下进行刷洗[6]。 
1.2.5 做好医护人员个人防护：患者的分泌物、血

液、体液可能存在传染问题，为了避免被传染，医护人

员需在与患者接触前穿好工作服，并将帽子、口罩、面

罩、护目镜等物品佩戴整齐。若手术需要长时间操作，

医护人员应带两双手套，为了防止发生交叉感染，不直

接用手与抽屉、鼠标、电话进行接触。 
1.2.6 做好患者的个人防护：教会患者七步洗手法，

当患者手部没有污染时，清洗需用速干手消毒剂，并用

专用纸擦手，禁止患者触碰手术器械和操作台[7]。 
1.2.7 加强口腔护理：对患者口腔进行清洁时，先

将口腔内分泌物清洗干净，清洁剂注入位置为患者上

侧口角，将牙面、舌面进行冲洗，再将棉球占取生理盐

水后对口腔进行擦洗，并对口腔黏膜状态进行观察后

使用口泰液喷雾，此时需注意喷雾的全面性，而且喷雾

次数由患者口腔黏膜状态而决定[8]。 
1.3 观察指标 
1.3.1 观察并记录患者口腔感染、口臭发生情况。 
1.3.2 护理后对患者的情绪和疼痛情况做评估，①

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DS），量表内容共计 20 项，行

四级评分法，总分超过 50 分说明焦虑；②使用视觉模

拟测评量表（VAS）评估患者疼痛程度，分值范围 0-10
分，疼痛轻评分低。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数据分析工具为 SPSS25.0，检验计数资

料的方法为 χ²，检验计量资料的方法为 t，用率（%）

和（x�±s）描述，统计学有意义时用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口臭和口腔感染两组患者之间对比 
与常规组患者相比较，试验组口臭和口腔感染发

生率更低，统计学有意义（P＜0.05）。见表 1。 
2.2 焦虑 SDS 评分及疼痛 VAS 评分两组患者之间

对比 
试验组患者 SDS 评分为（33.06±2.04）分，低于

常规组的（49.71±2.52）分。统计学有意义（t=34.829，
P=0.000）。试验组患者 VAS 评分为（1.69±0.52）分，

低于常规组的（3.18±1.33）分，统计学有意义（t=3.117，
P=0.003）。 

3 讨论 
牙体牙髓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广泛的发病群体，

该疾病治疗周期长，给日常工作和生活造成负担，患者

容易引发不良心理反应[9]。牙龈出血是大部分患者在治

疗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此时唾液和血液则成为病

原菌的传播途径，并通过医护人员和器械引发院内感

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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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口臭和口腔感染两组患者之间对比（n,%） 

分组 例数 口臭率 口腔感染率 

试验组 46 2（4.35） 1（2.17） 

常规组 46 8（17.39） 7（15.22） 

χ²  4.039 4.929 

P  0.044 0.026 

 
口腔门诊感染具有加强的危险性，而且传播途径

较为复杂、传染源不确，再加上锐器类型多样化，给防

护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所以，加强患者的护理，可

以有效预防院内感染，进而提高医疗质量和医护安全。

综合性预防护理以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指导，提前进行

干预有效预防各种风险的发生，从而使各环节服务质

量得到提升，有效降低感染事件发生率。 
本次研究中，试验组患者经过综合性预防护理，与

常规组相比较，有着更低的口臭率和口腔感染率（P＜
0.05）；同时，患者经过护理焦虑评分和疼痛评分也更

低于常规组（P＜0.05）。说明，在预防相关并发症、

减轻焦虑情绪和疼痛症状方面，综合性预防护理具有

较大的优越性。分析原因在于，综合性预防护理对诊疗

环境进行全面改善，对医疗器械、废物进行规范的消毒

和处理，严格遵守病菌消杀指导原则，降低诊疗过程中

的感染风险；加强患者的口腔护理，对其口腔进行全方

位清洁，帮助患者养成保持口腔卫生的意识，有助于减

少口腔感染和口臭的发生率；加强对患者的心理护理

和疼痛护理，有效转移患者对疼痛的注意力，消除负面

情绪。 
综上所述，牙体牙髓病患者在临床护理中运用综

合性预防护理，有助于减少并发症、改善情绪状态、缓

解疼痛程度，临床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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