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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窗减压术治疗口腔颌骨囊肿强化护理分析 

罗苑平  赵艳琼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口腔颌面外科  510000 

【摘  要】目的：探讨开窗减压术治疗口腔颌骨囊肿强化护理效果。方法：取 2021 年 1 月 1 日到 2024 年 3 月 31 日颌骨囊肿行开窗术患者 317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158 例，常规护理）和观察组（159 例，强化护理）；比较两组护理疗效、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健康教育效果。结果：

观察组护理疗效、护理满意度、护理质量评分、健康教育效果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口腔颌骨囊肿的开窗减压手术中，强化护理展现出显著

效果，能有效提升护理工作的质量和临床治疗效果。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增强了患者对于自身健康管理的认识，还促进了他们与治疗方案的良好配合，

进而促使疾病状况显著改善，这一护理模式获得了患者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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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颌面部颌骨囊肿是临床常见疾病，主要病变部位涵盖患者的上

下颌骨，不同病变的患者有不同的临床表现，如果治疗不及时，会出现

肿胀、疼痛、继发感染、化脓，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1]。颌骨囊肿是

一种常见的口腔疾病，发病率高，对患者的面部美容有一定的影响。临

床研究表明，颌骨囊肿在初期阶段往往不具备显著症状，导致患者不易

察觉[2]。当患者因症状加剧就诊时，囊肿通常已发展至较晚期，这无疑提

升了治疗的复杂度。传统上，颌骨囊肿主要通过手术方法处理，但这类

开放性手术伴随的创口较大，可能加剧术后并发症的风险，并对患者的

生活质量及康复进程产生不利影响[3]。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开

窗减压手术作为一种更为温和的治疗方法，因其减少创伤和提高治疗成

功率的优点，在颌骨囊肿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展现出良好效果[4]。然而，

患者在这一治疗过程中可能会经历情绪起伏，强调了在治疗期间加强心

理支持和全面护理的必要性，以确保患者合作度并优化治疗结果。本文

选择 80 例行开窗减压术治疗的口腔颌骨囊肿患者进行对比分析，报告如

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取 2021 年 1 月 1 日到 2024 年 3 月 31 日颌骨囊肿行开窗术患者 317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158 例，常规护理）和观察组（159 例，强化护理）。

观察组男 102 例，女 57 例，年龄 5~70（49.85±4.19）；对照组男 98 例，

女 60 例，年龄 6~72（50.30±3.82）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P＞0.05，有

可比性。纳入标准：①确保患者未出现新增的感染迹象；②要求患者精

神状态与认知功能完好，能够充分理解并积极参与研究；③签署知情同

意书。排除标准：①伴有器官功能不全的问题；②存在恶性肿瘤疾病的

状况；③患者同时患有全身性疾病；④有免疫系统功能缺陷；⑤低于 18

岁的未成年；⑥临床医疗记录不齐全；⑦无法完成整个研究过程而选择

中途退出。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常规护理：向患者说明开窗术相关信息时，需详细阐述该手术目的、

步骤及预期效果。术后指导患者正确进行口腔卫生维护，包括使用软毛

牙刷轻柔刷牙，避免手术区域，以及使用无酒精、温和的漱口水进行日

常口腔清洁，以减少感染风险。告知患者囊腔正确的冲洗方法与频率，

并强调遵循医嘱的重要性，包括用药指导、复诊安排及饮食建议。提醒

患者观察手术部位有无异常症状，如红肿、流脓或体温升高等，并及时

向护理人员反馈。同时，鼓励患者保持积极心态，适当休息，合理安排

日常活动，促进身体康复。 

1.2.2 观察组 

强化护理：①病情评估：在启动护理措施之前，医护人员应对每位

患者进行全面而个性化的评估，覆盖呼吸系统状态、口腔状况及患者对

口腔护理的适应度。基于评估结果，定制符合患者独特需求的护理方案。

②个性化护理措施：依据患者的健康状况演变，设计适合其个体差异的

膳食规划及口腔卫生程序。护理团队成员需首先向患者家属展示正确的

护理操作流程，确保每一步操作均严格遵循标准程序，旨在使患者及其

家属充分理解并掌握。此流程强调餐后及睡前使用漱口液进行口腔清洁；

明确盐水棉球清洁口腔的具体步骤为：依次擦拭牙齿外侧（唇颊面）、内

侧（舌侧）、咀嚼面、口腔黏膜连接部分， 终清洁颊部。此外，要向患

者传授恰当的囊肿塞使用方法，在每餐后及睡前利用温开水配以生理盐

水彻底冲洗囊腔，并坚持佩戴囊肿塞，除非囊肿缩小至与口腔黏膜开口

处齐平，方可考虑暂时移除。这样既确保了治疗的有效性，也促进了患

者的自我管理能力。③心理干预：鉴于颌部手术位于面部显著位置，手

术创口可能给患者带来心理负担，影响其恢复速度。手术后沟通障碍可

能导致患者需求不能被立即理解，从而加剧焦虑和烦躁等负面情绪。因

此，护理初期，医护人员需实施心理干预策略，向患者清晰解释手术步

骤及预期疗效，同时与家属紧密沟通合作，协同提升护理质量，促进患

者身心更快恢复。④疾病预后：为确保患者出院后的持续康复，应建立

一套系统性的随访机制，通过定期电话访问，并运用微信、电子邮件等

通讯工具，提醒患者按时回院复查，密切监控其康复进展，以此确保治

疗效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1.3 观察指标 

①护理疗效。显效：囊肿绝大部分被清除且伤口愈合良好；有效：

虽留有少量囊肿残余，但伤口恢复情况尚可；无效：囊肿无减少迹象，

伴随重度感染发生。②护理满意度。以自制满意度调查问卷评估，满分

100 分，分为非常满意（≥85 分）、基本满意（60~84 分）、不满意（<60

分）。③护理质量。各项总分 100 分，分值越高护理质量越高。④健康教

育效果。各项总分 100 分，分值越高健康教育效果越理想。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9.0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和 2x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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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x  ）和 t 检验，以（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护理疗效比较 

观察组护理疗效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护理疗效比较[n（%）]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159） 103（64.78） 53（33.33） 3（1.89） 156（98.11）

对照组（n=158） 75（47.47） 56（35.44） 27（17.09） 131（82.91）

 2x 值 9.646 0.156 21.375 21.375 

P 值 0.002 0.693 ＜0.001 ＜0.001 

2.2 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护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n=159） 114（71.70） 43（27.04） 2（1.26） 157（98.74）

对照组（n=158） 83（52.53） 51（32.28） 24（15.19） 134（84.81）

 2x 值 12.375 1.041 20.430 20.430 

P 值 ＜0.001 0.308 ＜0.001 ＜0.001 

2.3 护理质量比较 

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 3  护理质量比较（ sx  ，分） 

组别 护理态度 心理疏导 管理措施 操作水平

观察组（n=159） 87.59±5.74 86.58±6.95 83.00±7.51 88.07±4.32

对照组（n=158） 74.53±5.81 72.33±7.16 72.02±7.54 71.38±4.78

t 值 20.132 17.980 12.990 32.618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2.4 健康教育效果比较 

观察组健康教育效果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4。 

表 4  健康教育效果比较（ sx  ，分） 

组别 疾病知晓 合理用药 生活知识知晓 预后注意事项

观察组（n=159） 88.05±5.80 87.05±5.62 91.78±4.52 90.75±4.47

对照组（n=158） 66.48±5.57 66.04±5.70 71.93±4.08 70.07±5.56

t 值 33.768 33.045 41.035 36.507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3.讨论 

口腔颌骨囊肿是临床实践中常见的病症，具有较高的发生率及潜在

的长期发展特性。这类囊肿通常位于深层组织中，形态多为球状，随着

疾病进展，其体积逐渐扩大，不仅可能损害患者的面部外观，还可能在

并发感染时引起全身性症状，如不适和发热，对患者的健康构成严峻挑

战[5]。开窗减压手术作为一种医疗干预方法，采用微创技术原理，旨在针

对性地切除囊肿中受累组织并建立通畅的排脓通道[6]。此手术策略的核心

目标在于主动释放囊肿内部积聚的压力，及时引流脓液，从而有效遏制

囊肿自发破裂可能引发的继发性感染风险，保障患者安全[7]。尽管该手术

策略力求减少伤害，但仍属侵入性操作，患者可能会因手术压力而感到

焦虑，影响手术配合，因此，加强围手术期的患者教育与心理护理显得

尤为重要。这包括向患者详尽解释疾病的本质、治疗原理以及术后自我

护理的方法，旨在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疾病认知，减轻紧张情绪，提升

治疗期间的配合程度[8]。通过这样的综合护理策略，不仅能够缓解患者的

负面情绪，还能优化整体治疗效果，确保患者在恢复过程中获得更好的

身心支持。 

本研究中，观察组护理疗效、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究

其原因，在进行口腔颌骨囊肿手术时，由于手术部位直接关系到面部外

观，患者常常会感受到显著的心理负担，表现为紧张和焦虑，这些不良

情绪可能成为阻碍治疗顺利进行的因素。然而，通过实施个性化的强化

护理干预，能够深入理解并响应患者的个性化需求，依据每位患者的特

有情况定制护理计划。此类护理策略的优势在于其高度的灵活性，能够

及时吸纳患者的反馈信息，适时调整护理措施，以达到精准满足患者需

求的目的。这样不仅显著增强了患者的护理体验，还通过提升护理措施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快了康复进程，同时增加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

意度。本研究中，观察组护理质量评分、健康教育效果高于对照组（P＜

0.05）。究其原因，强化护理干预的核心价值在于充分激活护理人员的主

观能动性和强化患者的主体意识。该模式鼓励护理人员深入理解患者的情

感体验，通过细致倾听与沟通，准确把握患者的具体需求。在此基础上，

护理人员运用专业技能，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综合评估，量身定制出既符

合医疗标准又贴近患者实际情况的护理策略，这一过程有效抑制了患者潜

在的负面情绪，营造了积极向上的康复环境。手术后续期间，为了实现理

想的康复成果，患者遵循医生的指导进行恰当的口腔卫生维护和饮食调整

至关重要，这直接关系到口腔创面的愈合速度及并发症的预防。强化护理

干预在此环节扮演着指导者与监督者的角色，它依据每位患者的健康状况，

个性化地规划口腔护理训练、饮食建议等，旨在增强患者的自我照护技能

与遵从医嘱的意愿，确保护理操作如口腔清洁正确无误，避免因方法不当

导致的感染风险，从而加速恢复进程，提升整体治疗成效。 

综上所述，在口腔颌骨囊肿的开窗减压手术中，强化护理展现出显著

效果，能有效提升护理工作的质量和临床治疗效果。通过这种方式，不仅

增强了患者对于自身健康管理的认识，还促进了他们与治疗方案的良好配

合，进而促使疾病状况显著改善，这一护理模式获得了患者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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