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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口腔正畸患者的心理变化对治疗的影响进行分析，涉及科学正畸、心理干预、对患者的心理引导与心理治疗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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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进行口腔正畸 

口腔正畸治疗灵活性很强，各种各样的畸形因人而异，每个患

者又各有各的要求，口腔的疾病存在于口腔内的多个分区，患者只

是知道疼痛难忍。用疼痛来界定等级的划分，很多患者不清楚病情

的诱因，常常根据病情进行自我诊断，这样的治疗缺乏科学的依据，

疼痛不断加剧，即便是自我治疗也没有改善，而且自我治疗容易造

成误诊，进而会影响正常的治疗。正畸的患者，常常因为病情而出

现痛苦、自卑等等各种的不良情绪，这些非正常的心态，也会影响

科学的治疗，对矫正造成障碍，做为医生来说，要针对病情结合患

者的心理变化，帮助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克服患者内心的自卑、担

心和焦虑，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以及树立治疗方面的自信，从而

提升治疗效率。 

二、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 

心理干预，英文名字叫作“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指的是

在心理学理论的科学指导下，针对一定的对象，了解其心理活动，

掌握他们的人格特征，对他们的行为问题，按照一定的程序有计划

地对其施加影响，使其发生预定的目标变化，心理干预根据一些关

键的内容，进行评估，包括患者的生理、生理的状态，以及他们的

社会关系和其生活质量，这几项内容选自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

定表（WHOQOL-100）。 

对患者进行评估以后，其得到的分数越高，说明患者生活的质

量改善越高，改善程度越高，对比患者干预前后的心理状况，如果

患者在生活质量方面高于干预前，说明通过医学方面的治疗以及护

理，对患者有了很大的改善，患者经过改善提升了自我形象，心理

状态良好，能更加适应社会；患者在身体生病之后身体各种机能不

断的变化，在整个患病过程中，会有一定程度的疼痛表现，在正畸

治疗以后，也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各种由于失误而导致的疼

痛也会存在，比如有的患者矫正器佩戴方式不科学，但是这种疼痛

和矫正器辅助矫正的轻微疼痛并不一样，做为患者来说，因为他缺

乏一定的经验，对待疼痛也是根据自己的看法，因为疼痛甚至会影

响正常的生活，疼痛会引起患者不适，也会导致人体的整个免疫防

御功能有所改变，患者免疫能力会降低，同时会引起新陈代谢的能

力降低，二者出现连锁反应，必将引起一些新的身体不适。所有的

疾病或者加重或者减轻，并不是经过治疗以后就很快的康复，其原

因多种多样，有患者自身的原因，比如个人身体条件好，防御能力

强，患者的精神状态较加积极的治疗，内心强大、乐观等等，不一

而足。 

医生要具有辩证思维，看待问题要综合考虑，针对不同的患者

给出全面的、科学的准确性高的诊断。目前整个口腔诊断的科研素

质广泛提升，这也借助了现代科技的结果，新型检查的技术层出不

穷，各种检查技术，检查器械琳琅满目，种类繁多，而且都具有一

定的优势。患者不同，在治疗方面有应用的技术也有异，不是任何

一种技术都适合所有的患者。尽量地让患者放松，给他提供更好的

帮助，避免患者出现内心的波动过大，尽一切可能提升治疗速度增

强治疗效果。 

三、利用相关软件调控患者心理 

有些医生已经工作多年，有大量的诊断经验，有些医生则刚刚

走上工作岗位，毫无经验和实践可言，但是时代发展迅速，对于时

代的新技术来说，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判断也因人而异，有的人

可能亲身体验过正畸，甚至个别人正在正畸的治疗中，因此有一定

的感受，对于实际问题也有发言权。在对患者进行治疗的时候，容

易出现误诊、错诊的各种问题，因此要结合使用各种高科技软件利

用大数据分析库。 

矫正器有各种不同的型号，患者使用不同的矫正器，有各种各

样的体验，将患者进行分组，根据各组的情况进行系统编程汇总，

然后将这些数据分成各个不同的区块。比如不同类型的矫正器以及

各种矫正器的使用情况，各种年龄的患者、疼痛的级别、疼痛的类

型、矫正进展情况，然后逐渐细分，达到细致入微的程度，患者通

过使用这些软件根据一些关键的字词进行检索，将自己的疼痛程度

治疗阶段以及治疗过程输入软件之中，这样利于判断此时的患者的

心理变化与状态。 

四、对患者的心理引导与心理治疗 

口腔科的病人很多，很多病人的病情都是突发，由于病情紧急，

要做好口腔门诊的工作就必须掌握患者的心理，了解其顾虑、担忧

和需求，对待病人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心理护理，以让病人有所适应。

随着生活的改善，在口腔科患者中存在着大量的儿童群体，如果条

件允许，可以增设儿童口腔病房，在病房内，可以张贴一些彩色绘

画卡通等图片，一方面让儿童了解口腔科的一些常识，而且也分散

儿童注意，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对于成年人来说，在治疗之前，

一定要进行充分地沟通，告诉他们采取的治疗措施，让他们有一定

的心理承受能力。沟通中不能过分渲染治疗效果，按照要求告诉患

者，所存在的治疗风险以及后果，在患者充分了解的前提下，让患

者的情绪保持稳定。对于患者因为疼痛所引起的心理波动，一定要

及时地进行应对和处理，对患者和颜悦色，自始至终安慰患者，视

患者为亲人，以医疗为核心，让患者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从而增强

患者对医生的信任。 

医务人员对于患者要察言观色，在患者的安排上，按照要求将

一些患者隔开，比如传染患者和非传染患者，危重患者和一般患者。

有些患者缺乏信心，就安排他们与一些马上要痊愈的患者放在一

起，以便后者对前者进行影响和开导，对于患者一定要有问必答，

态度亲切，解释到位，让患者的情绪保持稳定，鼓励他们树立战胜

疾病的信心，告诉他们类似的患者已然康复等事例，以增强他们的

勇气。在医务人员眼中，患者没有贫贱富贵之分，对待患者一视同

仁，这样就更能获取患者的信赖，对于患者心理问题一定要认真对

待，深入分析，为患者排忧解困，高度重视患者的需求，给予及时

的帮助。要针对病人的不同情况，在治疗和护理方面因人而异，及

时的确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免除患者的后顾之忧。 

综上所述，医务工作者要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分析患者的心

理变化，这些对于促进医患关系，提高诊治效果来说具有重大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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