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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护理在超声洁牙门诊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吕俭侠  胡  燕  傅  蔷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一医院  安徽合肥  230031 

【摘  要】目的：超声洁牙门诊患者中，探究舒适护理的具体内容、实施价值。方法：本次研究活动中，共有 88 例患者符合入组条件，经调查发

现，时间介于 2023 年 8 月至 2024 年 4 月，而后分为 2 组，该项操作干预时，临床上可按照随机抽签法完成，组别名称为：对照组、实验组，以上患者

均为医院门诊部收治，且开展超声洁牙干预，该过程中，将常规护理为对照组提供，舒适护理为实验组提供，每个组别中，有 44 例研究样本，比较两

个组别护理疗效。结果：（1）实验组中，超声洁牙患者关于 SAS 评分为（43.26±3.08 分），SDS 评分为（46.27±3.11 分），相较对照组数据（51.27

±3.14 分、54.59±3.27 分），实验组居更低水平，P＜0.05；（2）舒适度、满意度比较，实验组 VS 对照组，评分更高，P＜0.05。结论：和常规护理相

比，舒适护理的开展非常重要，对于门诊超声洁牙患者来说，既可改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又能提高患者舒适度、满意度，具备较高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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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阶段，随着国家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口腔保健技术也相

对完善，对于人们来说，在面对牙齿健康时，其重视度较高[1]；而超声洁

牙技术，属于常见的牙齿清洁方法，能够将患者牙体表面污垢通过超声

波能量进行击碎，从而保护患者牙齿，提高清洁效率；但是，该过程中，

部分患者不适感比较强烈，严重者还会伴随牙龈出血、恶心、呕吐情况，

进而影响 终效果，因此，临床上需引起高度重视，为患者提供及时有

效的护理方案[2]。在本文中，将全面分析舒适护理内容，主要探究 2023

年 8 月至 2024 年 4 月医院门诊收入超声洁牙患者的实施价值，详情阐述

如下。 

1 临床资料和方法 

1.1 基础资料 

研究患者来源于医院门诊部，共计 88 例样本，抽取时间方面，跨越

了 2023 年 8 月至 2024 年 4 月，而后划分组别，具体命名为：对照组、实

验组，参照依据为：随机抽签法，在调查后发现，以上患者均实施超声

洁牙操作，相关资料如下。对照组：纳入研究的样本数统计后，共 44 例，

性别构成中，14 例为女性患病者，30 例为男性患病者，年龄方面， 大

值、 小值调查结果为 57 岁、23 岁，计算平均数值后为（40.09±1.65）

岁；实验组：纳入研究的样本数统计后，共 44 例，性别构成中，12 例为

女性患病者，32 例为男性患病者，年龄方面， 大值、 小值调查结果

为 55 岁、26 岁，计算平均数值后为（40.45±1.23）岁。统计上述基础资

料（性别构成、年龄调查结果），在两个组别测定数据方面，比较结果显

示：无差异，P＞0.05。 

纳入标准：（1）入选患者检查后，各方面指征均符合“超声洁牙”

的操作标准；（2）超声洁牙患者精神状态良好，可全程参与本次研究活

动；（3）超声洁牙患者、家属知晓本次研究活动，在同意书中主动签字。 

排除标准：（1）哺乳期女性患者、妊娠期女性患者；（2）凝血功能

检查后，存在异常指标的超声洁牙患者；（3）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的超

声洁牙患者；（4）精神方面予以检查，存在短期或长期疾病，且丧失基

本沟通能力的超声洁牙患者。 

1.2 方法 

对照组：纳入研究的患者分析后，在超声洁牙过程中开展常规护理，

包括：基础检查，观察患者各项反应，讲解注意事项等； 

实验组：提供舒适护理，主要干预内容有：（1）临床评估。为了确

保超声洁牙的 佳效果，在具体干预前，对于患者口腔健康状况，工作

人员需及时评估，询问患者有无牙龈出血情况以及其他牙科疾病，在全

面评估后制定相关的护理方案。（2）情绪安抚。超声洁牙前，护理人员

需主动和患者交流，该过程中，可采取针对性暗示、鼓励方法进行干预，

叮嘱患者深呼吸，以此来减轻患者心理负担，与此同时，对于门诊其他

洁牙案例，护理人员需和患者积极分享，从而帮助患者建立治疗自信心。

（3）健康教育。护患交流过程中，对于超声洁牙操作步骤、优势，工作

人员还需积极宣教，该过程中，可将相关的图片资料、视频资料为患者

与家属直接呈现，而后认真回答患者的全部疑问，对其错误认知进行纠



·护理园地· 预防医学研究 

 ·64· 

正，提高患者配合度。（4）治疗时护理。对于门诊就诊环境，临床上需

安排专人及时清洁、严格消毒，与此同时，为了实现“人性化”目标，

门诊部可为相关患者提供温水，明确告知患者用温水漱口，避免造成刺

激；与此同时，在超声洁牙过程中，工作人员需严格按照对应步骤完成

相关操作，并观察患者全程反应，出现严重不适时，护理人员需立即停

止相关操作，避免造成严重并发症。（5）术后指导。将护目镜取下后，

护理人员需第一时间询问患者个人感受，而后叮嘱患者完成面部清洁，

与此同时，对于日后注意事项，护理人员需及时整理并为患者发放相关

的宣传手册，叮嘱患者正确刷牙，及时更换牙具，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

另外，护理人员需明确告知患者刷牙后不进食，叮嘱患者及时复诊。 

1.3 评价指标 

1.3.1 以情绪状态为观察指标，比较两个组别抽取超声洁牙患者的测

定数据，调查后包括：SAS 评分（焦虑自评量表）、SDS 评分（抑郁自评

量表）； 

1.3.2 比较护理疗效，主要内容有：舒适度评分、满意度评分。 

1.4 统计数据 

本次研究活动中，关于超声洁牙患者进行分析，情绪状态、护理疗

效均为计量资料，检验时，为了获取 终结果，用 T 完成，全部数据处

理软件为 SPSS25.0 版本，代表形式方面，以（ sx  ）为主，两个组别

比较结果中，数据差异明显的具体标准为：P＜0.05。 

2 结果 

2.1 情绪状态 

对照组和实验组比较，关于 SAS 评分、SDS 评分的 终结果显示：

后者更低，P＜0.05。详见表 1. 

2.2 护理效果 

和对照组相比，超声洁牙门诊患者关于舒适度、满意度予以测定，

实验组有更高显示，P＜0.05。详见表 2. 

表 1  比较对照组、实验组情绪状态（ sx  ） 

组别名称 SAS 评分（分） SDS 评分（分） 

对照组（n=44 例） 51.27±3.14 54.59±3.27 

实验组（n=44 例） 43.26±3.08 46.27±3.11 

T 12.080 12.230 

P 0.000 0.000 

表 2  比较对照组、实验组护理效果（ sx  ） 

组别名称 舒适度（分） 满意度（分） 

对照组（n=44 例） 79.64±4.12 80.15±3.11 

实验组（n=44 例） 92.09±1.58 91.25±2.36 

T 18.716 18.860 

P 0.000 0.000 

3 讨论 

舒适护理，强调患者为中心，能够围绕患者需求开展各项工作，该

过程中，对于超声洁牙患者来说，舒适护理能够有效减轻自我不适感，

可提高患者牙齿保健效果[3]。 

在本次结果中，研究指标显示：（1）关于 SAS 评分、SDS 评分，超

声洁牙患者展开对比，实验组（43.26±3.08 分、46.27±3.11 分）VS 对照

组（51.27±3.14 分、54.59±3.27 分），数据表现低，P＜0.05；（2）舒适

度、满意度方面，两个组别统计评分有意义，且实验组高，P＜0.05。探

究原因后总结为：超声洁牙治疗前，对于临床收治患者来说，工作人员

需及时评估患者口腔健康状况，该过程中，应主动询问患者有无牙龈出

血以及其他疾病史，而后为患者制定针对性护理规划；同时，护患交流、

分享其他案例、知识宣教措施，对于超声洁牙患者来说，还能够有效减

轻自我心理负担，可较好地满足患者心理需求[4]；而治疗时的环境调整、

监测患者反应措施，有利于提高患者舒适度、治疗配合度。另外，操作

结束后，护理人员需将牙齿保健注意事项为患者讲解，叮嘱患者及时更

换牙具，正确刷牙，从而保障患者口腔健康程度[5]。 

总而言之，门诊超声洁牙过程中，舒适护理的应用效果确切，对于患者

来说，在减轻心理负担，改善焦虑情绪、抑郁情绪方面意义重大，此外，上

述护理方案还能够提高患者舒适度、满意度，在临床上值得大力推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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