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护理医学杂志 2023年第 2卷第 10期
Journal of Mo dern Nursing https://jmnm.oajrc.org

- 46 -

定期口腔健康宣教在糖尿病患者牙种植术后护理中的应用

焦 雪

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护理部 山东济南

【摘要】目的 分析糖尿病患者牙种植术后护理中实施定期口腔健康宣教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20年 8月至

2021年 9 月进行牙种植术的糖尿病患者 10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定期口腔健康宣教）和对照组（常规护理）

各 50例，对比效果。结果 观察组血糖水平、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随着时间推移，口腔种植体

存留数会发生降低，但是观察组的存留率降低相对来讲比较缓慢。CPI检出率随着时间的增加对照组出现明显变

化（P<0.05），但是观察组无显著变化（P>0.05）。结论 为糖尿病患者实施牙种植术治疗后对其采取定期口腔

健康宣教可以将其护理认知度有效提升，提升种植义牙以及自然余留牙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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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regular oral health education in post dental implant care of patients with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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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regular oral health education on diabetes patients after dental
implantation.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diabetes who underwent dental implantation from August 2020 to September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gular oral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care),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effects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 blood glucose level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Over time, the retention rate
of oral implants will decrease, but the observation group's retention rate will decrease relatively slowly. The CPI
detection rate showed significant changes over tim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0.05). Conclusion Regular oral health education for diabetes patients after dental implant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awareness of nursing,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implant dentures and natural
residual te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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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其在多种并发症、较高血

糖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而影响骨形成，进而出现

种植失败的情况，从而出现糖尿病伴随牙周病出现，

导致对牙种植的成功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1]。临床对

于该类患者属于口腔种植禁忌症重要的一种。该类患

者同健康人群相比存在较高的种植失败率，同患者术

后护理、种植牙成败存在联系[2]。对于已经采取牙种植

术的患者来讲，其术后口腔护理工作对于牙种植成功

率来讲非常重要。有关数据指出[3]，重视开展口腔健康

教育对于患者存在较好的口腔保健意识来讲非常重要，

进而改善其口腔护理行为，提升牙种植成功率。所以，

本研究将 100例该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中部分

患者试试定期口腔健康宣教，获得满意效果，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临床资料

2020年 8月至 2021年 9月， 牙种植术的糖尿病

患者 10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50例，男 30例，女 20
例，平均年龄（65.32±0.14）岁；对照组 50例，男 29
例，女 21例，平均年龄（66.29±0.20）岁，两组资料

对比（P>0.05）。

1.2方法

对照组：术后常规护理，包括术后进行 24h冷敷

后再进行热敷，同时利用抗生素进行干预，告诉患者

在术后的 7天内需要通过漱口水进行定时漱口，3次/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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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食用过热、过硬的食物，告诉患者在术后的 1、3、
6、12个月回院复诊。

观察组：定期口腔健康宣教，包括：⑴控制血糖。

为患者讲解口腔健康通血糖水平之间的联系，告诉其

定时应用降糖药物，保证饮食合理，按照其血糖水平、

体质量指数对其每天所需总热量进行计算，根据膳食

营养指南搭配饮食，主要食物为高纤维素、高蛋白、

低糖、高维生素、低脂的食物，按照患者的身体情况

对其进行运动指导，主要为有氧运动，如骑自行车、

打太极等，35min左右/次，运动强度患者耐受即可。

⑵口腔卫生。介绍牙种植、牙周保健的有关知识，教

会患者意识到口腔卫生非常重要，同时其酸性物质、

槟榔等食物对其牙周的不利影响。介绍牙菌斑自我控

制的方法，如饭后漱口、早晚刷牙、使用牙线，同时

介绍刷牙、冲牙器的正确方法，通过医用牙膏进行刷

牙，进而实现将软后、菌斑及食物残渣清除的目的；

针对饮酒、吸烟的患者宣传戒烟酒的好处，结合其实

际情况设计戒烟酒的方案。⑶健康宣教。在患者来源

复诊的过程中采取面对面交谈的方式进行健康宣教，

或者利用电话在出院后的首月 2次/月、第 2和第 3个
月 1次/月、后间隔 1个月进行随访的方式实施健康宣

教，其中面谈主要是解决患者疑问、检查患者病情，

前两次的电话随访主要为控制病情，随后以介绍口腔

卫生、运动、饮食敢于介绍为主，对于患者疑问需要

耐心且及时的解决。

1.3观察指标

血糖水平[4]：空腹血糖、餐后 2h血糖，简写分别

为 HbA1c、2hPG。
记录两组患者种植体负载后的累积存留率。

并发症：种植体松动、牙周炎。

CPI情况比较[5]：CPI记分标准：0分为牙龈健康；

1分为牙龈炎、探诊后出血；2分为探诊可见牙石，但

会发现龈袋外见到探针全部的黑色部分；3分为早期牙

周病，龈缘将探针黑色部分覆盖，龈袋深度在 4~5mm；

4分为晚期牙周病，龈缘将探针的黑色部分全部覆盖，

牙周袋深度不低于 6mm；X表示除外区段（少于两个

功能牙存在）；9分为不能检查（无记录）。

1.4统计学处理

SPSS18.0分析数据，计数资料用（%）表示，行

χ2检验，计量资料用（χ±s）表示，行 t检验，P＜0.05
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2.1两组患者血糖水平比较

术前：

观察组：HbA1c（9.14±0.61）%、2hPG（11.78±2.10）
mmol/L。

对照组：（9.22±0.57）%、（12.02±2.02）mmol/L。
组间对比（t=0.523、0.325，P>0.05）。

术后：

观察组：（6.86±0.54）%、（7.83±0.91）mmol/L。
对照组：（7.34±0.77）%、（8.44±1.04）mmol/L。
组间对比（t=5.320、4.602，P<0.05）。

2.2两组患者种植体负载后的累积存留率

在 12个月的随访结果中，对照组患者中出现植体

发炎症状的患者共有 6例患者（各 4颗），在 24个月

的随访结果中，发生种植体脱落的患者有 7例，在 36
个月的随访结果中，发生牙种植体脱落现象的患者共

有 16例，共 18颗。但是在观察组的 12个月随访结果

中对于种植体脱落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在 24个月的随

访结果中，发生种植体脱落情况的患者有 2 例，共 3
颗；在 36个月的随访结果中，出现种植体脱落的患者

有 4例，共 7颗。说明在时间的不断增加下，患者口

腔种植体存留数会发生降低，但是观察组患者的存留

率降低速度更慢。

2.3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牙周炎 1例（2.00%）、种植体松动 0例
（0.00），合计 2.00%（1/50）。

对照组：3 例（6.00%）、1 例（2.00%），合计

8.00%（4/50）。

组间对比（χ2=13.502,P<0.05）。

2.4两组患者种植术后不同随访时间CPI检出率比

较

随着时间的增加，对照组 CPI的检出率不断降低

（P<0.05）。观察组患者不同区段 CPI指数比较，CPI
检出率随着时间的改变并没有显著变化（P>0.05）。

说明观察组患者的牙周情况没有出现降低。如表 1 所

示。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中，观察组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

说明定期口腔健康宣教存在理想的干预效果[7-9]。分析

原因：口腔健康宣教以两个方面为出发点，即口腔卫

生、控制血糖，利用用药依从性的教育对饮食加强控

制，同时对患者进行指导，让其实施适当的有氧运动，

进而实现对血糖水平有效控制的目的；运动不但可以

对患者的心理状态有效改善，使其自信增加，也可以

使患者的体质得到提升，降低发生有关并发症的风险

[10-11]。在口腔卫生方面，既要对宣教加强，让患者知

晓口腔清洁保持的必要性、重要性，也要对其正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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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牙线、刷牙的方式进行指导，进而将菌斑、软垢、

残留的食物有效清除，确保清洁的口腔卫生，降低术

后发生感染、种植体周围炎等多种并发症的风险。另

外，对患者诱导，让其戒烟酒，对于确保良好的口腔

环境来讲非常有利。

总之，对于糖尿病且实施牙种植术后的患者来讲，

对其定期进行口腔健康宣教可以让其积极保持口腔卫

生，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及血糖水平，对于保持牙周的

健康非常有利，值得应用。

表 1 两组患者种植术后不同随访时间 CPI检出率对比

分组 例数
牙周指数（CPI）

χ2值 P值
1 2 3 4 X 9 0

术后 1个月

观察组 50 40 10 5 1 0 0 0
4.330 >0.05

对照组 50 39 13 8 2 0 0 0

术后 3个月

观察组 50 37 11 5 1 1 0 0
5.320 >0.05

对照组 50 39 14 8 2 1 0 0

术后 6个月

观察组 50 34 15 4 2 1 0 0
13.502 <0.05

对照组 50 30 18 9 7 3 0 0

术后 12个月

观察组 50 34 16 3 2 1 0 0
12.021 <0.05

对照组 50 28 19 10 9 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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