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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法在口腔正畸患者健康宣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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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 PDCA 循环法在口腔正畸患者健康宣教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我院于 2022.12 月-2023.12
月收治的 80 例行口腔正畸患者纳入研究，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40 例。对照组应用常规健

康宣教，观察组应用基于 PDCA 循环法的健康宣教，对比两组干预效果。结果 观察组在采用基于 PDCA 循环法

的健康宣教后，其遵医行为、口腔卫生保持情况、复诊情况均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结论 基
于 PDCA 循环法的健康宣教可有效提升口腔正畸患者遵医行为，促进其良好维持口腔卫生，并减少托槽掉落、附

件掉落等不良情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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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method in health education for orthodont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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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DCA cycle method in health education for orthodontic 
patients. Methods 80 cases of orthodontic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22 to December 2023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health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DCA cycle metho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adopting the PDCA cycle based health educa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better compliance 
behavior, oral hygiene maintenance, and follow-up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Health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DCA cycle metho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liance behavior 
of orthodontic patients, promote their good maintenance of oral hygiene,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situations 
such as bracket drop and attachment d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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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正畸的主要目标是解决错牙合畸形，以提升

咀嚼功能和牙齿外观。通常情况下，正畸治疗需要持续

2-3 年时间。通过普及口腔健康教育和传播口腔卫生知

识，可以有效地增强个人对口腔健康的认识和能力，并

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当前，青少年群体因其较高

接受度和创新倾向而成为主要接受正畸治疗的人群[1]。

戴明环，又称 PDCA 循环，是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

明博士所提出的。它是一种用于全面质量管理的系统

方法。这个科学方法论包含了四个基本组成部分：计

划、执行、检查和行动，并强调加强合作以确保高品质

的结果。通过实施该方法，可以有效地提升教育效果，

并同时培养患者在知识获取、健康意识和行为发展方

面的能力[2]。基于此，本文研究了 PDCA 循环法在口腔

正畸患者健康宣教中的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将我院于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收治的 80 例

行口腔正畸患者纳入研究，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

照组与观察组，各 40 例。对照组：男 25 例，女 15 例，

年龄 11-16 岁，平均（13.27±1.23）岁。病程 1-4 年，

平均（2.50±0.24）年；观察组：男 24 例，女 16 例，

年龄 12-15 岁，平均（13.53±1.35）岁。病程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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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2.57±0.25）年。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健康宣教：在治疗开始之前，进行

大约 30 分钟的多媒体健康宣教。每次患者复诊时，通

过多媒体宣讲和现场演示刷牙（每次不超过 15 分钟），

这一措施将持续 12 个月。 
观察组采用基于 PDCA 循环法的健康宣教，主要

措施如下： 
1.2.1 计划阶段 
推动就患者口腔清洁影响因素展开讨论，运用鱼

骨图审视不同的口腔卫生影响因素，并制定提升口腔

健康的策略。 
1.2.2 执行阶段 
（1）在进行治疗之前，对风险进行评估，比如龋

齿填充物的数量、早期龋齿情况、牙龈健康以及与糖和

酸接触等方面；为了评估患者维持口腔卫生的情况，需

定时进行复诊。为了鼓励患者积极刷牙，考虑采取一些

有趣而积极的激励措施，例如提供周末或优先预约时

间、赠送小礼物如牙刷、分享手术中的照片，并邀请患

者成为其他人正确刷牙技巧示范的典范；强调口腔卫

生的重要性，并进行实地示范正确刷牙技巧。让患者在

镜子前观察，展示 BASS 刷牙法并观察其刷牙动作、

熟练程度和质量，有针对性地加强科学刷牙方法的指

导，并确保准确计算刷牙时长；制作短视频等，利用多

媒体提高患者及家长的口腔保健意识；向家长及患者

发放纸质或多媒体资料，联合家庭内监督等多种形式

帮助维护口腔卫生。患者及其家长应该通过多种途径

来接受全面的口腔健康教育，例如制作简洁明了的视

频内容和利用各种多媒体资源来提高对口腔健康的认

识。此外，可以向家长和患者提供印刷版和电子版的信

息材料，并结合家庭监督等方式，有效地促进良好口腔

卫生习惯的维护。 
（2）改良 BASS 刷牙法：将牙刷头放在与牙齿紧

密接触的牙龈线上，确保刷毛与牙齿成 45°角。轻柔

地施加压力，使牙刷与牙龈和牙齿贴合，并让部分刷毛

进入它们之间的空隙，同时保持其他部分的刷毛在外

面。以这种位置轻微振动牙刷，重复五次。然后调整刷

毛与附着在牙龈组织上的角度为 45°，在从表面到咬

合面方向进行刷洗，再次重复五次。当移动到相邻的牙

齿时，请按顺序重复以上步骤。 
1.2.3 检查阶段 
所有患者都接受了同一位检查员的全面检查，以

评估在 PDCA 循环实施前（治疗前）和该循环后 1 个

月及 6 个月之间的菌斑指数和牙龈出血指数，并记录

结果。 
1.2.4 处理阶段 
每个月都需要对口腔清洁的改进情况进行评估、

总结和审查，这一点非常重要。与患者讨论可能的改进

措施，并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合作。 
1.3 观察指标 
（1）遵医行为：通过我院自制调查问卷评估，包

括口腔清洁、定时含漱、饮食管理、定期复查等，每项

均为 100 分，分数越高，遵医行为越好。 
（2）口腔卫生保持情况：包括牙龈指数（总分 0-

3 分，分数越低，牙龈状况越好）、菌斑指数（总分 0-
3 分，分数越低，菌斑越少）。 

（3）复诊情况：包括托槽掉落率、附件掉落率、

活动矫治器戴用时间。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以“ sx ± ”表示，以 t 检验；计数资料以“n，%”

表示，以 χ2检验。若 P＜0.05，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遵医行为对比 
观察组遵医行为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明显

（P＜0.05）。如表 1： 
2.2 两组口腔卫生保持情况对比 
观察组牙龈指数、菌斑指数显著低于对照组，组间

对比明显（P＜0.05）。如表 2： 
2.3 两组复诊情况对比 
观察组托槽掉落率为 4（10.00%）、附件掉落率为

2（5.00%）、活动矫治器戴用时间为（1.87±0.25）年；

对照组托槽掉落率为 11（27.50%）， 

表 1  两组遵医行为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口腔清洁 定时含漱 饮食管理 定期复查 
观察组 40 81.76±4.39 71.26±5.89 82.19±4.16 91.05±3.34 
对照组 40 71.05±4.89 60.15±5.96 70.16±4.44 82.84±3.83 

t - 10.308 8.386 12.505 10.218 
P -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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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口腔卫生保持情况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牙龈指数 菌斑指数 

观察组 40 1.04±0.44 1.34±0.40 

对照组 40 1.67±0.37 2.05±0.33 

t - 6.931 8.669 

P - 0.001 0.001 
 
附件掉落率为 8（20.00%）、活动矫治器戴用时间

为（2.45±0.33）年。观察组托槽掉落率、附件掉落率、

活动矫治器戴用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组间对比明显

（χ2=4.021，P=0.045；χ2=4.114，P=0.043；t=8.860，
P=0.001）。 

3 讨论 
正畸治疗主要通过使用器械逐步调整骨骼、牙齿

和其他组织的位置。尽管这种治疗可以改善患者外观，

但它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并且在整个过程中可能会出

现各种因素，导致正畸患者的牙周组织受损和釉质脱

矿。这种损伤不仅会影响治疗效果，还会显著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3]。因此，当前的研究重点是寻找有效的护

理措施，以提高正畸患者对口腔健康的认识并增加其

遵医行为。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遵医行为、口腔卫生保持

情况、复诊情况均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
0.05）。提示基于 PDCA 循环法的健康宣教可有效提升

口腔正畸患者遵医行为，促进其良好维持口腔卫生，并

减少托槽掉落、附件掉落等不良情况的出现。分析原

因，是因为本研究运用 PDCA 循环方法，通过从患者、

医生、方法等方面的调查因素，有效地管理患者口腔健

康。旨在通过闭环系统推动医患双方持续改进。采取积

极参与的方式实施标准化和多样化的有针对性健康教

育，以赋予患者相关知识，并增强他们自我维护口腔健

康的信心，预防牙菌斑形成，并为整体口腔健康创造良

好环境[4-6]。为了增强患者对口腔卫生的重视，并促进

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持续交流，必须非常重视教育活动

的效果。在提高教育效果的同时，医护人员应当谨慎处

理与医疗相关的风险因素，并采取预防措施，在使用附

加支架和配件时尽量减少酸性侵蚀[7-8]。此外，减少使

用可能导致微生物聚集形成生物膜的正畸工具（如弹

性带和陶瓷托架），可以有助于减轻潜在风险。通过运

用先进的刷牙技术，例如电动牙刷、牙线和氟化物应用

等方法，能够更好地控制菌斑形成[9-10]。 
综上所述，基于 PDCA 循环法的健康宣教可有效

提升口腔正畸患者遵医行为，促进其良好维持口腔卫

生，并减少托槽掉落、附件掉落等不良情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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