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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方位评估的口腔护理对固定矫正器正畸患者

面容满意度与口腔异味程度的影响

黄君秋，杜  鹃，徐  真，谢冬梅
（中日友好医院口腔医学中心，北京  100029）

[摘  要]目的  分析在固定矫正器正畸患者中采用基于全方位评估的口腔护理对其面容满意度与口腔异味

程度的影响。方法  选取2021年6月-2024年6月于我院行固定矫正器正畸的7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以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5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给予基于全方位评估的口腔护理，

比较两组面容满意度、口腔异味程度、牙周指标及生活质量。结果  观察组干预后面容满意度评分高于对

照组（P＜0.05）；观察组干预后挥发性硫化物（VSCs）含量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干预后PLI、

SBI、PD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干预后唾液pH值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干预后生活质

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固定矫正器正畸患者中采用基于全方位评估的口腔护理的效果确

切，可提高面容满意度，降低口腔异味程度，有利于改善患者的牙周指标，提升其生活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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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Oral Nursing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n Facial Appearance 
Satisfaction and Oral Malodor Degre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dontics with Fixed 

Orthodontic Appliances
HUANG Junqiu, DU Juan, XU Zhen, XIE Dongmei

(Oral Medicine Center, China-Japan Friendship Hospital,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oral nursing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n facial appearance satisfaction 
and oral malodor degre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dontics with fixed orthodontic appliances. Methods  A total of 7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orthodontics with fixed orthodontic appliances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1 to June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5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oral nursing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The facial appearance satisfaction, oral malodor degree, periodontal indexes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facial appearance satisfaction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content of volatile sulfur compounds (VSC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PLI, SBI and P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alivary pH valu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oral nursing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in patients undergoing 

orthodontics with fixed orthodontic appliances is definite, which can improve the facial appearance satisfaction, reduce the degree 

of oral malodor, and is beneficial to improving the periodontal indexes of patients,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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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口腔健康和美观的关注度不断

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固定矫正器进行

正畸治疗，以改善牙齿的排列和咬合关系[1]。

然而，使用固定矫正器影响患者的口腔卫生，

导 致 牙 齿 表 面 色 素 沉 着 、 牙 菌 斑 形 成 ， 甚 至

引发牙周疾病，不仅影响患者的牙齿美观，还

影响患者自信心和社交活动[2，3]。对于固定矫正

器正畸患者，常规护理方法侧重于矫正器的固

定、调整以及基础的口腔卫生指导，缺乏对患

者长期追踪和反馈，无法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干

预。基于全方位评估的口腔护理模式能够针对患

者的具体情况提供个性化护理，提高护理质量。

同时，通过加强口腔健康教育，帮助患者形成

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降低口腔疾病风险。本

研 究 旨 在 探 究 基 于 全 方 位 评 估 的 口 腔 护 理 对

固 定 矫 正 器 正 畸 患 者 面 容 满 意 度 与 口 腔 异 味

程 度 的 影 响 ， 以 期 为 临 床 护 理 人 员 提 供 有 益

的 参 考 ， 推 动 口 腔 护 理 模 式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

提 高 固 定 矫 正 器 正 畸 患 者 的 治 疗 效 果 和 满 意

度，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1年6月-2024年6月于中日

友好医院行固定矫正器正畸的70例患者为研究对

象，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5例。

对照组男13例，女22例；年龄22~38岁，平均年

龄（30.78±2.71）岁。观察组15例，女20例；年龄

24~36岁，平均年龄（30.58±2.49）岁。两组性

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研究可比。本研究所有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固定矫正

器正畸治疗指征；依从性良好。排除标准：合并

严重器质性疾病；合并严重精神障碍、语言沟通

障碍、认知功能障碍；临床资料缺失或中途退出

研究。

1.3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密切观察患者

的口腔状况，协助检查进行检查，对患者的各

项体征进行检测，告知其基础注意事项。观察

组给予基于全方位评估的口腔护理：①强化个

性化护理：针对每位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

化的护理计划，考虑到患者的年龄、性别、口

腔健康状况、矫正器的类型以及治疗目标等因

素；提供定制化的口腔卫生指导，包括正确的

刷牙方法、使用牙线和牙缝刷等，确保矫正器

周围的牙齿和牙龈得到充分的清洁；②增强矫

正 器 管 理 与 维 护 ： 提 供 专 业 的 矫 正 器 清 洁 指

导，确保矫正器保持清洁并延长使用寿命；定

期检查和调整矫正器，确保其在治疗过程中发

挥最佳效果；③采用先进的口腔健康技术：利

用数字化技术，如口腔扫描和三维打印，为患

者提供更加精准的口腔护理方案；使用口腔清

洁剂或特殊口腔护理产品，以预防口腔感染，

提高患者舒适度；④心理关怀与健康教育相结

合：在护理过程中融入心理关怀，帮助患者缓

解因佩戴矫正器产生的焦虑、紧张情绪；结合

健康教育，增强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促进医

患合作，共同达到治疗目标；⑤饮食与营养管

理：提供个性化的饮食建议，确保患者在治疗

过程中获得充足的营养，同时避免食物对矫正

器造成损害；指导患者选择合适的口腔清洁食

物和饮料，减少口腔细菌滋生。

1.4  观察指标

1.4.1调查两组面容满意度  采用自制的面容满

意度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对自己

面部外观的满意程度，共10个条目，每个条目

采用5级评分法，分值1~5分，1分表示非常不满

意，5分表示非常满意，总分50分。干预前后分

别由患者填写问卷，计算平均分作为面容满意

度得分[4]。

1.4.2评估两组口腔异味程度  采用口气测量仪检测

患者口腔异味程度，以挥发性硫化物（VSCs）含

量作为衡量指标，干预前后分别测量患者口腔内

的VSCs含量，评估其口腔异味程度[5]。

1.4 .3检测两组牙周指标  主要包括PLI（斑菌

指数）、SBI（龈沟出血指数）、PD（探针深

度）。PLI：0分：无菌斑；1分：轻微菌斑，肉

眼可见；2分：中度菌斑，易于识别；3分：重度

菌斑，覆盖大部分牙面。SBI：0分：牙龈外观正

常，探诊后无出血；1分：牙龈颜色轻微改变，探

诊后无出血；2分：探诊时点状出血；3分：探诊

时牙龈出血量较少，且出血仅在牙龈缘内；4分：

探诊牙龈出血量较多，可完全溢出牙龈缘；5分：

形成溃疡，自行出血。PD：根据探针深度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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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1~3 mm：健康或轻度牙周炎；4~5 mm：中度

牙周炎；≥6 mm：重度牙周炎[6]。

1.4.4检测两组唾液pH值  干预前后采用pH试纸检

测患者唾液的pH值。患者于空腹状态下自然分泌

唾液，将pH试纸浸入唾液中，待试纸变色后与标

准比色卡对照，读取pH值[7]。

1.4.5评估两组生活质量  干预前后采用QOL-100量

表[8]评价，从社会关系、精神状态、躯体功能、

生理功能4个维度展开，总分为100分，得分越高

说明生活质量越好。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行χ 2检验；

计量资料以（x-±s）表示，行t检验；P＜0.05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面容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干预后面容满意

度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  两组口腔异味程度比较  观察组干预后VSCs含

量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2。

2.3  两组牙周指标比较  观察组干预后PLI、SBI、

PD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3。

2.4  两组唾液pH值比较  观察组干预后唾液pH值

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4。

2.5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组干预后生活质量评

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5。

3  讨论

固定矫正器正畸是一种牙齿矫正技术，通

过粘接固定矫正器在牙齿表面，利用矫正器的力

量来调整牙齿的位置和排列，以达到矫正牙齿畸

形、改善咀嚼功能和口腔美观的目的[9，10]。在这

个过程中，口腔护理尤为重要。基于全方位评估

表 1  两组面容满意度比较（ ，分）

表 4  两组唾液 pH 值比较（ ）

表 2  两组口腔异味程度比较（ ，ppb）

表 5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分）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干预前

22.39±4.81

23.56±5.21

0.976

0.332

干预前

6.19±0.82

6.21±0.83

0.101

0.919

干预前

180.71±28.28

185.65±32.47

0.678

0.499

干预前

53.09±2.09

53.11±1.97

0.041

0.967

干预后

33.27±4.83*

38.24±4.58*

4.417

0.000

干预后

6.59±0.51*

6.89±0.23*

3.172

0.002

干预后

90.71±18.45*

82.29±15.53*

2.065

0.042

干预后

69.97±3.16*

74.03±3.31*

5.248

0.000

n

35

35

n

35

35

n

35

35

n

35

35

表 3  两组牙周指标比较（ ）

对照组

观察组

t

P

35

35

干预前

1.71±0.44

1.65±0.45

0.564

0.574

干预前

2.62±0.46

2.63±0.68

0.072

0.942

干预前

5.42±0.28

5.21±0.52

2.103

0.039

干预后

1.02±0.15

0.74±0.13

8.345

0.000

干预后

1.12±0.14

0.86±0.16

7.234

0.000

干预后

3.38±0.26

2.62±0.15

14.979

0.000

 组别       n
                          PLI（分）                                  SBI（分）                PD（mm）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 ＜ 0.05。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 ＜ 0.05。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 ＜ 0.05。

     注：与同组干预前比较，*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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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腔护理可以确保固定矫正器正常发挥作用，

减少牙齿表面的色素沉着和牙菌斑的形成，降低

口腔异味程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11，12]。通过

定制方案、指导清洁、维护矫正器、开展心理与

饮食管理等，全方位助力治疗，提升矫正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干预后面容满意度

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通过有效的口腔

清洁和护理，可减少牙齿表面的色素沉着和牙

菌斑的形成，保持牙齿的清洁和美观，有助于

提高患者的自信心和社交活动能力，进而提升面

容满意度[13]。观察组干预后VSCs含量低于对照组

（P＜0.05）。分析原因，基于全方位评估的口腔

护理对于降低固定矫正器正畸患者的口腔异味程

度至关重要。适当的口腔清洁和护理可消除食物

残渣和细菌，减少口腔内的细菌滋生，从而降低

口腔异味程度，有助于保持舒适的口腔环境，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观察组干预后PLI、SBI、PD

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干预后唾液pH

值高于对照组（P ＜0.05）。分析原因，固定矫

正器的使用会增加牙周疾病的发生风险，通过有

效的口腔护理，可清除牙齿周围的牙菌斑和食物

残渣，减少牙周疾病的发生[14]。同时，定期的牙

周护理和检查可帮助患者及时发现并处理牙周问

题，改善牙周指标，维护口腔健康；良好的口腔

护理可以减少菌斑的堆积，降低牙龈炎症的发生

风险，从而使牙龈指数和菌斑指数下降。此外，

保持口腔清洁有利于维持口腔内的酸碱平衡，使

唾液pH值升高，改善口腔微生态环境。观察组干

预后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分析

原因，良好的口腔健康状况对于固定矫正器正畸

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全方位评估

的口腔护理不仅能够提升患者的面容满意度，降

低口腔异味程度，还能够改善患者的咀嚼功能和

口腔舒适度，有助于患者更好地进行日常饮食和

生活活动，提高生活质量[15]。此外，在临床工作

中，应加强对固定矫正器正畸患者的口腔护理指

导，提高患者的口腔健康意识和自我护理能力。

综上所述，在固定矫正器正畸患者中采用基

于全方位评估的口腔护理的效果确切，可提高面

容满意度，降低口腔异味程度，有利于改善患者

的牙周指标，提升其生活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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