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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护理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效果研究 

范文娟，李美娜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内二科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探析为老年糖尿病患者实施口腔护理起到的效果和作用。方法 本次研究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至 2023 年 6 月，实验对象为该时间段在本院实施诊疗的 60 例老年糖尿病患者，实验目的是了解口腔护理实施效

果，所以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 60 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实施常规护理的为对照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

实施口腔护理的为观察组，通过对比两组患者基本情况了解不同护理方式的优势。结果 分析实验数据得知，观

察组患者血糖指标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出现口腔疾病的人数占比 3.33%，低于对照组 20%（P＜0.05）。
结论 为老年糖尿病患者实施口腔护理能够预防并发症发生，对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也有着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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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oral care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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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and function of oral care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thod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June 2022 to June 2023, and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were 60 elderly diabetic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and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urpose of the experiment was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oral care implementation. Therefore, 6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and those who received routine care were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implemented 
oral care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were understood by comparing 
the basic situation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analysis of experimental data showed that the blood glucose 
index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oral dise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ccounted for 3.33%, which was lower than 20%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Oral care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diabetes can prevent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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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在临床实践中极为常

见，常见于老年群体，由于老年患者身体素质较弱，所

以患有疾病出现之后会引起其他方面的疾病，其中口

腔疾病就是糖尿病的一种常见并发症。口腔是人体繁

杂且完整的生态系统，该部位疾病的出现会导致患者

血糖升高，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实现糖尿病患者病情的

控制。正是由于老年糖尿病患者出现口腔疾病的概率

较高，且该疾病会对患者生活质量以及生命安全带来

影响，所以做好患者口腔护理极为重要。常规护理服务

主要是告知患者多种药物使用方式以及从健康教育中

提升其依从性，并不能提升患者对于口腔护理的重视，

所以不能降低口腔疾病并发症的出现。而口腔护理主

要是针对患者口腔问题实施的护理，所以能够让患者

保持良好的口腔环境，并降低口腔疾病的发生。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为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6 月，研究对

象中的对照组为实施常规护理的 30 例患者，其中男、

女患者数量分别是 15 人、15 人，55 为其中最小年龄

数据，81 为最大年龄数据，计算出平均年龄为（63.24
±2.13）岁。其中观察组为实施常规护理和口腔护理的

30 例患者，男、女患者数量分别是 14 人、16 人，56
为最小年龄数据，81 为最大年龄数据，计算出平均年

https://jacn.oajrc.org/


范文娟，李美娜                                     浅谈口腔护理质量预防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下呼吸道感染效果观察 

- 31 - 

龄（63.13.±1.26）岁。患者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通

过临床诊断确诊为糖尿病疾病，患者临床资料完整，基

本资料差异不明显（P＞0.05），实验可进行。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主要内容是告知患者

不同药物使用方式以及合理用药的重要性，以此让患

者通过有效服用药物实现病情控制。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后实施口腔护理，

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口腔知识健康教育。大部分的老年糖尿病

患者对于自身疾病并没有较为全面的认知，只认为通

过服用药物来控制疾病即可，日常生活中忽略了口腔

护理，所以导致了口腔炎症发生。基于此，在患者诊疗

时，护理人员会通过健康教育的方式先让患者了解口

腔疾病与糖尿病疾病的关系以及实施口腔护理的重要

性，这样能够从患者认知性提升中提高其配合度。 
第二，定期刷牙和使用牙线。口腔内的温度非常

适宜微生物的生长，如果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刷牙，食物

残渣在牙缝中存留较长时间就会加速微生物繁殖而引

起口腔炎症。而口腔护理中护理人员会指导患者合理

刷牙，刷牙时间在每天的早晨和睡前，每次刷牙的时间

不应低于三分钟。如果刷牙期间出现了牙龈出血的情

况，会及时地为其实施处理，避免出血引起其他不良口

腔问题出现。饭后或者饮食之后也会有食物残渣在牙

缝中留存，该情况下会指导患者使用牙线将牙缝中的

食物残渣以及牙菌斑清除干净。老年患者在年龄增长

下身体各个部位器官都呈现衰退情况，所以刷牙时为

了避免出血情况发生，护理人员会指导患者选择软毛

牙刷和含有氟化物的牙膏，这样能够有效的保护牙齿

和减少对牙龈产生的刺激。 
第三，餐后漱口也是口腔护理的重要内容，老年

糖尿病患者漱口时可以使用温开水，也可以在温开水

中放入适当的盐，以此来提升杀菌效果。如果患者口腔

环境较差，那么在漱口时护理人员会指导患者使用专

门的漱口水，会选择无酒精、低糖含量、中性或碱性漱

口水，以此能够保障口腔清洁效果，也能减少漱口水对

患者口腔黏膜产生的刺激。其次，护理人员会指导患者

掌握正确的漱口方式，保障漱口时能够让口腔内的各

个部分得到充分的机械性冲洗[1]。 
第四，为了降低口腔疾病和提升糖尿病控制效

果，护理人员也会告知患者日常生活中少食用含糖量

大的食物，并多饮水，当避免口腔干燥时也能降低口腔

感染和龋齿的问题发生[2]。 
1.3 观察指标 
1.3.1 通过对比两组患者血糖指标来了解护理方式

实施效果，主要研究内容为空腹血糖、产后 1.5h 血糖

以及糖化血红蛋白等几种，指标越优说明护理方式实

施效果越好。 
1.3.2 通过对比两组患者口腔疾病发生率了解护理

方式实施优势，发生率越低说明护理方式实施效果越

好。 
1.4 统计学处理 
该次研究主要是使用 SPSS20.0软件对相关数据进

行处理以及分析，处理内容有 n（%）代表的计数资料

和（͞x±s）代表的计量资料，之后需要使用 χ2 对前者

进行检验，使用 t 对后者进行检验，如果 P＜0.05，那

么说明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血糖指标对比 
分析表一数据得知，观察组患者各项血糖指标均

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 
2.2 两组患者口腔疾病发生率对比 
分析表二数据得知，观察组患者口腔疾病发生率

为 3.33%，对照组为 20%，数据组间差异明显（P＜
0.05）。 

3 讨论 

当前社会发展中，随着老龄化进程的提升患有糖

尿病的患者人数越来越多。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

没有完全治愈的方式，且疾病得不到有效控制时还会

引起其他方面的并发症发生而降低患者生活质量。正

是由于老年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各个方面的病变，所

以对其实施全面、有效的护理干预极为重要。 

表 1  两组患者血糖指标对比（x±s） 

组别 例数 空腹血糖（mmol/l） 产后 1h 血糖（mmol/l） 糖化血红蛋白 

对照组 30 8.26±4.12 11.45±2.81 7.91±0.81 

观察组 30 5.62±0.41 7.62±1.24 7.01±0.33 

t 值  10.021 10.951 9.625 

P 值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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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口腔疾病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发生 未发生 发生率 

对照组 30 6 24 20% 

观察组 30 1 29 3.33% 

χ2值    9.121 

P 值    ＜0.05 

 

通过相关研究可以得知，口腔疾病为老年糖尿病

的常见并发症，这是由于老年患者口腔护理意识较差，

而口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内部环境有利于微生物的

繁殖和生长，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不能通过有效干预清

除牙缝中的食物残渣和牙菌斑时，长时间影响下就会

引起口腔感染和炎症的出现，常见的疾病有糖尿病性

牙龈炎、牙周炎、口腔黏膜溃疡。这些并发症的出现不

但会让患者感受到较大的疼痛感，也会降低其咀嚼功

能而影响其进食[3]，长时间发展下会导致患者营养不

良。 
以往为老年糖尿病患者实施的常规护理主要是从

健康教育中提升其服药依从性，所以对降低口腔疾病

的发生并不能起到较好的作用。正是由于常规护理存

在一定不足，所以为了提升患者护理效果，就加强了对

口腔护理的应用。口腔护理主要是从健康教育中了解

患者口腔保健的相关知识以及重要性，其中漱口和刷

牙能够减少口腔中的细菌并保持口腔清洁。通过本次

研究可以得知，观察组患者血糖水平控制优于对照组，

出现口腔疾病的人数也低于对照组。这是由于患有糖

尿病的老年患者机体免疫力会下降，也容易发生小血

管病变情况，当患者牙周组织不能对各种病菌有效抵

抗时就会导致疾病发生。而口腔疾病发生之后在身体

不适感影响下患者心理也会出现不良情绪。而口腔护

理能够减少患者口腔中的致病因子，所以能够最大程

度地降低口腔疾病出现。虽然口腔护理的实施具有多

种优势，但应用该护理方式时也要注意告知患者刷牙

和漱口中的注意事项，要合理地选择漱口水，刷牙时也

要控制力度，只有这样才能降低牙周疾病发生率[4]。 

综上所述，为老年糖尿病患者实施口腔护理能够

提升其血糖控制水平，也能降低其口腔疾病发生率，所

以值得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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