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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激光辅助治疗牙周疾病的疗效以及应用于激光辅助治疗的护理策略。方法：选取

本医院就诊的50例牙周炎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治疗方法,试验

组采用激光辅助治疗,护理人员通过四手操作配合医师完成治疗。对比两种方式患者的牙周指标改善

情况、术后恢复情况以及患者满意度。结果：试验组牙周指标改善率(92%)明显高于对照组

(76%)(P<0.05)；术后恢复情况和并发症产生方面,试验组恢复良好率(88%)高于对照组(72%)(P<0.05)；

术后试验组患者满意程度(96%)远高于对照组(80%)(P<0.05)。结论：应用激光辅助治疗牙周病具有更

好的疗效,其中护理配合和四手操作可以协助医师提高治疗效率,提高患者满意度,更好的提高激光治疗

牙周疾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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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laser-assisted treatment of periodontal disease and its nursing 

cooperation strategies.  Methods  Fifty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periodontitis were sampled and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raditional treatment methods,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d laser-assisted 

treatment. The nursing staff cooperated with the doctor through four-hand operation to complete the 

treatment. Compare the improvement of periodontal indicators, postoperative recover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methods.  Results  The improvement rate of periodontal indicato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92%)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76%) (P<0.05). In terms of postoperative 

recovery and complications, the good recovery r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88%)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72%) (P<0.05). The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96%)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80%)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laser-assisted therapeutic 

instrument to treat periodontal disease can assist doctors to improve treatment efficiency,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better through nursing cooperation and four-hand operation.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laser 

treatment of periodontal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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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牙周疾病,传统治疗方法采用手工器械操作,具有一定

的创伤性和不适感,患者对口腔就医问题存在心理恐惧感[1]。激

光以其发散性、无痛感、聚焦性强、操作微创等优点逐步成为

口腔领域的重要技术[2][3]。 

目前激光辅助治疗主要采用掺铒钇铝石榴石(erbium⁃

doped yttrium aluminum garnet laser,Er:YAG)激光和掺钕钇

铝石榴石(neodymium⁃doped yttrium alumrinium garnet,Nd: 

YAG)激光配合进行牙周疾病的治疗。Er:YAG激光能够精确切割

软硬组织,具有良好的水吸收性,具有创口小,愈合快,不适感小

等优点[4-6],广泛用于口腔疾病治疗。Nd:YAG激光主要通过光的

热效应作用于组织中,具有杀菌和凝血效果[7][8]。在激光辅助牙

周疾病治疗中,通过四手操作和护理配合等护理策略能够有效

提高治疗效率,提高患者的体验性和满意程度。 

本文旨在论述激光辅助治疗牙周疾病的疗效,论述激光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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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护理策略,展望激光辅助治疗的前景。 

1 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抽取本院被诊断为牙周炎的患者50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将

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其中对照组(25例)：男性13例,女性12例；年

龄在28~62岁,平均年龄(42.2±10.67)岁；试验组(25例)：男性

11例,女性14例,年龄在22~69岁,平均年龄(47.32±14.7)岁。对

照组及试验组患者治疗时间及患病程度基本一致。 

纳入标准：经诊断为牙周炎,病症发展程度基本一致；无严

重的肝肾功能不全；无自身免疫性、血液性和明显微生物感染

性疾病；获得知情同意,且对激光治疗知情且了解,能配合资料

收集。排除标准：处于怀孕期、哺乳期以及患有严重心脑血管

疾病情况。 

1.2方法 

1.2.1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传统治疗方法进行手术以及术后护理。治疗期

间严格按照规定对患者进行医嘱,留意患者状态。 

1.2.2试验组 

试验组采用激光辅助治疗的方法,通过Er:YAG激光和

Nd:YAG激光对患者牙周进行治疗,治疗过程中配合护理策略。 

1.3治疗仪器 

口腔双波长激光治疗系统,品牌：Fotona,型号：M021-5AF/1,

可输出波长1064nm的Nd:YAG激光和波长2940nm的Er:YAG激光。 

1.4护理策略 

试验组的护理人员配合医生在术前、术中、术后对医生、

患者、设备、器械等进行综合操作和配合。 

1.4.1术前护理 

①心理护理：激光治疗特点使患者易产生心理和生理不适。

护理人员应在术前详细介绍激光辅助治疗方法,使患者了解激

光治疗的流程、优缺点、治疗时间、注意事项等,做好心理准备。 

②患者准备：护理人员应协助医生了解患者身体状况,包括

患者是否有其他疾病；女性患者是否处于生理期；确认X光牙片、

血液检查等检查结果,确保术前检查完善。在患者确认了解激光

治疗的步骤、配合方式以及必要性后,护理人员需让病人签署手

术知情同意书,准备手术。 

③物品准备：(1)护目镜,围胸巾,一次性无菌手套及无菌帽

等；(2)一次性口腔器械盒、强力吸液机等辅助物品；(3)激光

口腔治疗仪(含激光手柄,光纤头),蒸馏水瓶注满。 

1.4.2术中护理配合 

①座椅配合：引导患者就坐,调整口腔综合治疗台,保证患

者舒适仰卧,为患者佩戴胸巾。告知患者术中不可随意说话、闭

嘴、吞咽,如有不适感举手示意。医师和护理人员按照四手操作

位次就坐。 

②仪器配合：医师、护理人员及患者佩戴激光护目镜,连接

激光治疗仪气源和水源,将激光手柄朝下安装,打开仪器脚踏开

关,检查手柄出水,检查治疗仪模式及参数,确保激光输出正常。 

③四手操作：护理人员给予医师口镜、探针检查患者治疗

部位。检查完毕后,护理人员将激光手柄传递给医师,开启激光,

配合医师将手柄由远及近轻触患者治疗区,在牙周袋内来回移

动,至治疗区被刮治平整至预期形态。护理人员实时关注激光操

作头污物,及时使用75%的乙醇棉球清理消毒工作尖,去除消融

组织,防止激光由于能量损耗效果减弱。护理人员需时刻关注激

光治疗仪状态,当有异常发生时必须及时告知医师停止使用,检

查设备,待设备正常后继续使用。 

④患者观察：手术过程中护理人员要时刻观察患者状态,

包括精神状态、身体反应、表情、面色、张口情况。若患者出

现张口疲劳以及紧张状态等,需及时提醒医师休息片刻后继续

治疗。 

1.4.3术后护理 

①一般护理：手术完成后,护理人员为患者擦拭口角,整理

仪表,告知患者不要吮吸创口,不要进食过热、过凉或刺激饮食。

告知患者牙齿微弱酸痛、少量出血等为正常反应,若反应严重可

及时复诊。 

②健康教育：护理人员指导患者进行口腔护理,指导其建立

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及时讲解激光辅助治疗效果,对有疑虑患

者做好心理疏导,耐心回答疑问,坚定患者治疗信心；术后电话

随访,嘱咐患者定期检查,复诊,跟踪患者术后恢复状况。 

③设备维护：护理人员术后将治疗仪按操作流程关闭,及时

清洗残留污物和水渍,将设备分类、消毒、杀菌,按规定位置存

放；使用95%的酒精或丙酮擦拭激光仪镜面,使用蒸馏水加注水

瓶,为下次手术做准备。 

2 结果 

2.1观察指标 

2.1.1牙周指标改善情况 

评价患者牙周指标的改善情况,判断其牙龈是否健康,牙周

是否出现炎症,出血情况,判断患者牙周袋深度、菌斑指数以及

出血指数等情况,通过对两组患者术后情况进行计分比较。0分

说明患者术后牙周指标较差,出现较严重的出血、炎症及溃烂

等；1分说明患者术后出现中等程度炎症,伴有出血；2分说明患

者术后有轻微炎症伴有轻微出血或不出血；3分说明患者术后恢

复状况良好,牙周指标完好,已经恢复健康。 

2.1.2术后恢复及并发症情况   

评价患者术后恢复情况以及并发症产生情况。以计分制进

行考核,0分表示出现三种及以上并发症,且症状严重；1分表示

出现两种并发症且症状一般；2分表示恢复较好,出现一种并发

症且症状较轻；3分表示术后恢复良好,无并发症。 

2.1.3患者满意度 

治疗效果的重要考核标准是患者的满意度及依从度,通过

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患者对临床手术和护理的满意程度,其中

0~60分表示不满意,60~80分表示一般满意,80~90分表示比较满

意,>90分表示非常满意,以60分以上作为满意的衡量标准。 

2.2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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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SPSS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分数数据采用平均数

±标准差(x±s)表示,组件比较采用τ检验；改善情况及满意度

采用病例数(百分比)表示,通过χ2检测分析结果,以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1牙周指标改善情况 

治疗后研究两组患者牙周指标改善情况,分数>2认为患者

情况改善,改善率为(2分例数+3分例数)/总例数×100%。 

表1 两组患者牙周指标改善情况对比例(%) 

组别
例

数
0 分

1

分

2

分
3分 平均数

改善

率%

对照

组
25 2 4 8 11

2.12±

0.9516
76

试验

组
25 1 1 5 18

2.6±

0.7483
92

P 值 0.029 0.002

 

2.2.2术后恢复及并发症情况 

观察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和并发症发生情况,分数>2可

认为术后恢复良好,良好率为(2分例数+3分例数)/总例数×

100%。 

表2 两组患者术后恢复及并发症情况对比例(%) 

组别
例

数

0

分

1

分
2 分 3分 平均数

良好

率%

对照

组
25 3 4 6 12 2.08±1.0552 72

试验

组
25 1 2 1 21 2.68±0.7589 88

P 值 0.015 0.005

 

2.2.3患者满意度 

调查患者对传统手术和激光辅助治疗手术的满意度,认为

分数>60为满意,满意度为(>60例数)/总例数×100%。 

表3 两组患者满意度对比例(%) 

组别 例数 0~60 60~80 80~90 >90 满意度%

对照组 25 5(20) 8(32) 8(32) 4(16) 80

试验组 25 1(4) 1(4) 8(32) 15(60) 96

P 值 <0.001

 

根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试验组在牙周指标改善、术后恢复

良好程度以及手术满意程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这说

明激光辅助治疗相比于传统手术治疗具有更好的患者认可度和

治疗效果。经过激光治疗的患者术后牙周恢复程度更高,并发症

更少,程度更轻,配合护理策略能够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和满意度

(P<0.05)。因此,激光辅助治疗对牙周疾病具有更好的疗效,护

理配合也能有效降低患者痛苦度,提高手术疗效及患者满意度。 

3 讨论 

对照研究表明激光治疗具有常规器械治疗无法达到的效

果,Er:YAG激光和Nd:YAG激光在治疗过程中具有不同的优势,对

治疗牙周疾病具有良好效果[9]。 

Er:YAG激光产生的效应会超出细胞组织承受能力实现组织切

割,其照射范围小,更适合于含水组织和牙体硬组织中,不会对牙

髓、牙冠等组织产生损伤[10]；Nd:YAG激光通过调整能量对不同牙

周症状有不同效果,可以凝固细菌蛋白从而杀菌,减少出血,消除

细胞自由基,减小炎症造成的损伤,对严重牙周疾病有良好疗效。 

四手操作辅助激光治疗具有更好的效果,医师认为护理配

合充分提高牙周治疗的效率；患者认为能够降低紧张感,提高舒

适性。护理人员在四手操作中提高主动性,提高了对仪器、器械、

材料以及操作流程的参与度。护理人员要掌握激光治疗仪的性

能和操作方法,准确设置参数和模式,牢记术中操作方法,同时

要熟练激光治疗仪的保养和维护。 

随着激光技术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激光在口腔医疗领域的

应用会逐渐增多,将成为口腔科中的重要治疗手段,而护理配合

也必将随着激光手术的增加成为一项重要技能,对牙周疾病的

治疗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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