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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在窝沟封闭防龋中的效果评价

孙
!

潇!高昊辰&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口腔科!上海
'##(22

$

!!

#中图法分类号$

!

/(+2"+,

#文献标识码$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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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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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龋病是发生在牙齿硬组织的一种慢性破坏性疾病!是口腔

常见病之一"龋齿的进一步发展会带来疼痛!引发牙髓炎'根

尖周炎'颌骨炎症!进而造成咀嚼功能受损及远隔器官病变!从

而影响儿童的正常生长发育"由于第一恒磨牙是萌出时间最

早的牙齿!而其窝沟是牙齿发育当中的缺陷!形态较窄!牙面的

自洁效果较差!且因为儿童对牙齿的清洁能力及清洁意识的不

足!第一恒磨牙发生龋病的概率较高"有调查表明!

!'

岁儿童

第一恒磨牙的患龋率为
)$"##3

(

!

)

"窝沟封闭是世界卫生组

织$

_GB

%推荐的主要防龋方法之一!很多地区采用窝沟封闭

术预防儿童龋齿得到了家长的认可"

'#!'

年北京市
!'

岁学

生患龋率由
'##$

年的
')"213

下降至
!1",3

!龋均由
#"(+

下

降到
#"2(

(

'

)

"这与北京市大规模开展适龄儿童免费窝沟封闭

防龋项目密不可分"对适宜目标儿童的第一恒磨牙进行窝沟

封闭!能减少食物在窝沟内残留"有利于牙齿清洁!可有效预

防儿童龋病的进一步发展"然而!由于儿童对医疗环境存在恐

惧心理!无法良好的配合医护人员顺利地完成治疗!从而可能

对窝沟封闭的远期疗效造成影响"本研究通过对患儿采用宣

传教育'沟通陪伴等护理干预!探讨护理干预对患儿配合率的

影响!同时观察护理干预与窝沟封闭疗效的关系!分析其影响

因素!为有效预防龋病提供参考"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2

月至
'#!2

年
+

月来本院进行

窝沟封闭治疗并随访观察
2

年的儿童
!#'

例!共
(#,

颗健康的

第一恒磨牙!将其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每组
$!

例!

'#(

颗牙"

纳入条件#$

!

%第一恒磨牙完全萌出!无龈瓣覆盖*$

'

%根据口腔

内科学(

!

)相关诊断标准确定儿童牙面无龋*$

2

%咬合关系正常*

$

(

%咬合面窝沟较深*$

$

%无釉质发育不全'无畸形'无氟牙症和

四环素牙*$

)

%为本市常住人口!且家属知情同意"

!#'

例儿童

中!男
$1

例!女
(2

例!年龄
)

!

,

岁!平均$

+"'$c#"(+

%岁"

B"C

!

操作方法

B"C"B

!

封闭治疗
!

对照组仅进行常规窝沟封闭治疗及配合四

手操作护理!步骤如下"$

!

%清洁牙面#在低速手机上装上小毛

刷对牙面进行彻底清洁"$

'

%酸蚀#使用棉卷隔湿!将牙面吹

干!用小毛刷在需要封闭的牙面窝沟上均匀涂布酸蚀剂"$

2

%

冲洗'干燥#酸蚀约
2#>

后!再次用水枪加压对牙面进行彻底

冲洗
!#

!

!$>

!边冲洗边用吸唾器吸干冲洗液"然后吹干牙

面!时间约为
$>

!以吹干后牙面呈白色雾状为准!再用棉卷隔

湿吹干牙面"$

(

%封闭剂涂布#使用蘸有窝沟封闭剂的小海绵

球涂布于处理过的牙面上!用探针引导封闭剂!并排除封闭剂

内的气泡"$

$

%固化#封闭剂涂布完成后!使用光固化机在距离

牙面
!&&

处进行照射
(#>

"$

)

%检查#用探针对封闭剂进行

检查!了解封闭剂固化程度及粘结情况!有无气泡存在"使用

咬合纸检查有无早接触点!如有问题应及时处理"如有遗漏或

未封闭的窝沟!需要按$

!

%

!

$

'

%的步骤重新封闭"$

+

%复查#治

疗结束后分别于
)

个月'

!

年后进行复查"

B"C"C

!

护理配合
!

观察组除给予窝沟封闭治疗所进行的常规

四手操作护理配合外!还进行以下护理干预措施"$

!

%宣传教

育#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结合模型'动画等向患儿及家长讲

解龋齿的发病因素'发展过程及危害'治疗步骤及正确的口腔

卫生保健方法等"$

'

%沟通陪伴#允许
!

名家长在治疗过程中

进行陪伴!并与家长在操作前进行全面的沟通!以取得家长的

信任!与医护人员配合完成封闭治疗"$

2

%观摩演示#术前观摩

合作儿童的治疗过程!并让合作儿童讲述就诊感受!对合作儿

童给予赞扬并对待就诊儿童予以鼓励以排除儿童的恐惧心理"

$

(

%术中沟通及鼓励#采用亲和的语气告知患儿治疗每阶段的

注意事项!例如口不可闭!头不可动!痛时举手等"在每阶段治

疗结束后予以赞美及鼓励"$

$

%术后医嘱#术后对患儿进行表

扬!并鼓励引导患儿注意口腔保健及日常口腔卫生的维护"告

之家长复诊检查时间!望予以配合"

B"C"D

!

疗效评定
!

患儿的配合程度评价标准!配合#小儿可以

顺利接受口腔护理过程*不配合#小儿在治疗前及治疗过程中

出现挣扎'哭闹等!以及需要家长辅助完成治疗的患儿"封闭

完成后每年定期复查随访
!

次!共
2

次*比较两组患儿随访
2

年中的患龋率及窝沟封闭剂的脱落率"封闭剂脱落率#$封闭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剂完全脱落牙数
j

部分脱落牙数%+总检查牙数
f!##3

*患龋

率
`

发生龋齿数+总检查牙数
f!##3

"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

观察组进行护理干预后患儿在治疗过程中的配合率为

1'"'3

!对照组未进行护理干预!配合率为
+#")3

!其治疗的

配合率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

#"#!

%!见表
!

"治疗
!

年后!两组患者均按时复诊!

第
'

'

2

年均存在失访患者$未能参加复诊的原因为居住场所变

更或电话变更%"其中!无论是患龋率亦或是封闭剂脱落率
2

年内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对

比
2

年内封闭剂脱落率增加情况!可见两组第
!

年封闭剂脱落

数量均较多!而后新增脱落数量逐年递减!见表
'

"对比
2

年

内患龋率的增加情况!可见两组新增患龋数量均逐年递增"其

中!对照组
2

年内的龋发病率较观察组高!见表
2

"

表
!

!!

护理干预后患儿的配合情况#

&

&

3

'$

组别 配合 不配合 合计

观察组
(+

$

1'"'

%

(

$

+",

%

$!

$

!##"##

%

对照组
2)

$

+#")

%

!$

$

'1"(

%

$!

$

!##"##

%

合计
,2

$

,!"(

%

!1

$

!,")

%

!#'

$

!##"##

%

表
'

!!

2

年内两组患儿窝沟封闭剂脱落率#

&

&

3

'$

时间
观察组

牙数 脱落

对照组

牙数 脱落
!

'

!

第
!

年
'#( 1

$

("(

%

'#( '(

$

!!",

%

+"(!,#"##)

第
'

年
!1) !$

$

+"+

%

!1' '1

$

!$"!

%

$"2$)#"#'!

第
2

年
!,( !,

$

1",

%

!,, 2'

$

!+"#

%

("!,,#"#(!

表
2

!!

2

年内两组患儿窝沟封闭治疗后患龋率#

&

&

3

'$

时间
观察组

牙数 脱落

对照组

牙数 脱落
!

'

!

第
!

年
'#( 2

$

!"$

%

'#( !!

$

$"(

%

("+2(#"#2#

第
'

年
!1) )

$

2"!

%

!1' !)

$

,"2

%

$"#(##"#'$

第
2

年
!,( !!

$

)"#

%

!,, ')

$

!2",

%

)"(###"#!!

D

!

讨
!!

论

!!

龋病为口腔常见病及多发病!我国龋病患者的数量每年都

在增加!其中尤以小儿患者所占比例最大(

2

)

"发生在明显部位

的龋齿会影响牙齿美观!造成儿童自卑胆小不合群的不良影

响(

(

)

"而龋齿进一步发展则会带来疼痛!咀嚼功能受损!甚至

引起颌骨炎症及远隔器官病变"窝沟封闭术是一项能够防止

龋齿发生的先进临床技术!窝沟封闭剂通过孔层渗透入牙釉质

里面!与釉质结合固化形成稳固层!进而保护牙齿!防止龋齿发

生(

$

)

"对适宜目标儿童的第一恒磨牙进行窝沟封闭!是儿童龋

病预防措施的重要进展(

)

)

"

然而!由于儿童对医疗环境存在恐惧心理!在就医过程中

往往不能配合医护人员!阻碍了治疗过程的顺利进行"除此之

外!由于家长对儿童日常口腔卫生维护的方法缺乏了解及对该

疾病缺乏认识!在治疗过程中家长的配合度及治疗后对新增龋

的预防效果均不理想"本文通过对观察组患儿进行护理干预!

并对比
2

年内两组患儿的患龋率及封闭剂脱落率!发现进行护

理干预后的观察组患儿在治疗过程中的配合率为
1'"'3

!对照

组未进行护理干预!配合率为
+#")3

!其治疗的配合率观察组

明显高于对照组"而在之后
2

年的复诊检查中发现观察组的

患龋率及封闭剂脱落率均低于对照组"窝沟封闭剂脱落是窝

沟封闭失败的主要原因!封闭剂的完整保留取决于医生熟练的

临床操作技术和及时有效的护理配合(

+

)

"研究显示!窝沟封闭

术后
'

年的部分脱落率高达
)#3

!完全脱落率可达
'#3

(

,

)

"

牙面酸蚀后无法进行良好配合的患儿其牙面容易被唾液污染!

形成有机唾液薄膜"会降低封闭剂的渗入深度!形成边缘渗

漏!封闭剂与牙面的物理和化学结合度降低!影响黏结效果(

1

)

"

这可能是对照组封闭剂脱落率均较观察组高的原因之一"在

封闭剂脱落后观察组患儿及家长在治疗时进行过宣传教育等

综合护理!对龋齿的预防方法有一定的了解!这可能是观察组

2

年内患龋率及龋发病率均较对照组低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在窝沟封闭的治疗过程中!综合护理对患儿及

家长的配合率的提高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且降低了患龋率及封

闭剂脱落率!可为有效预防龋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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