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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对固定正畸治疗期间青少年患者口腔卫生的改善作用

孟宪敏，梁奕，王学玲

(航天中心医院口腔科，北京 100049)

[摘　要]	 目的：研究PDCA循环在固定正畸青少年患者口腔卫生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100例进行

固定矫治的青少年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50例)，实验组将PDCA循环应用于患者

口腔卫生管理，包括制定口腔卫生管理计划、查找问题并制定对策、检查口腔卫生状况、阶段性

总结并持续改进4个方面。对照组只进行多媒体软件口腔卫生宣教。并于矫治前、矫治后6个月、 

12个月后，利用菌斑指数(plaque index，PLI)和牙龈出血指数(bleeding index，BI)对患者口腔卫生

状况进行评估比较。结果：矫治开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PLI与BI无显著差异。矫治开始，实验

组实施PDCA循环。矫治6个月后，实验组PLI与BI较对照组有下降(P<0.05)。12个月后，实验组

PLI≤1的患者比例提高至82%，BI≤1的患者比例提高至92%，均较PDCA初期显著提高(P<0.05)。

PLI及BL均较对照组有显著下降(P<0.05)。结论：PDCA循环可有效改善固定正畸期间青少年患者

的口腔卫生状况。

[关键词]	 PDCA循环；口腔正畸；口腔卫生

Improvement effect of PDCA cycle on oral health of 
adolescent patients during fixed orthodontic treatment

MENG Xianmin, LIANG Yi, WANG Xu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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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DCA cycle on improving Oral hygiene of adolescent patients during the 

fixed orthodontic trea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100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fixed applianc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50 adolescent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PDCA cycle was used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for the management of oral hygiene, including making plan 

of improving oral hygiene, formulating strategy based on questions and investigations, checking oral hygiene 

status, getting stage summary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oral health education 

with multimedia software. Plaque index and Bleeding index were evaluated for the oral hygiene condition before 

treatment, 6 months and 12 months after Orthodontic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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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矫治是指将矫治器黏结固定于牙釉质进

行正畸治疗的方式。固定矫治期间，患者口腔卫

生状况是正畸医师复诊监控的重要内容，直接影

响患者牙周健康及矫治效果。PDCA循环又叫戴明

环，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首先提出的，

它是全面质量管理遵循的科学程序。PDCA循环包

括P (Plan，计划)、D (Do，执行)、C (Ch ec k，检

查)、A(Action，行动)4个部分，这是一种关注质

量和协作的科学管理方法 [1]。目前，PDCA被广泛

应用于各个学科临床质量管理[2]。口腔卫生管理需

要在固定矫治期间不断强化，但极易被临床医师

忽视。为加强患者口腔卫生管理，本研究将PDCA
循环用于固定正畸患者的口腔卫生管理，经长期

实践，已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航天中心医院口

腔正畸中心进行固定正畸的青少年患者100例为研

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组50例，

其中男21例，女29例，年龄(12.18±2.34)岁；对照

组50例，其中男23例，女27例，年龄(13.16±0.49)
岁。两组性别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已通过航天中心医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 入 标 准 ： 1 ) 行 为 能 力 正 常 ， 无 系 统 性 疾

病；2 )全口金属托槽固定矫治；3 )治疗前完成牙

周基础治疗及龋病的充填治疗等；4 )患者知情同

意 ， 自 愿 进 行 分 组 口 腔 卫 生 质 量 控 制 。 排 除 标

准：1)活动矫治器及局部固定矫治者；2)暂时或长

久不能独立完成刷牙等口腔护理工作者。

1.2  实验设计

1.2.1  对照组

对照组进行常规正畸治疗，治疗前多媒体支

持下进行卫生宣教约3 0  m i n，每次复诊过程中多

媒体宣教及椅旁刷牙演示(小于15 min/次)，持续 
12个月。

1.2.2  实验组

实验组于开始矫治即进入 P D C A 卫生管理循

环 系 统 ， 治 疗 前 先 评 估 患 者 危 险 因 素 ， 并 针 对

性进行卫生宣教约3 0  m i n，每次复诊过程中按照

鱼 骨 图 发 现 问 题 ， 并 针 对 问 题 进 行 改 进 ( 不 小 于

1 5  m i n /次)，持续1 2个月。

1.2.2.1  分析原因，制定计划 (P)
围绕影响青少年患者口腔卫生的相关因素组

织讨论，通过鱼骨图分析影响患者口腔卫生的各

个因素并拟定改进计划。

1.2.2.2  实施计划，解决问题 (A)
针对患者因素制订对策。1 )了解危险因素：

设计问卷，了解患者的全身状况、饮食习惯、酸

和糖暴露频率、口腔卫生维护情况，以及口腔知

识和保健意识等，评价龋风险。高风险患者除在

治疗前督促其采取相应有效措施降低风险外，过

程中做重点监管。2 )消除逆反心理：通过问卷调

查，了解患者兴趣爱好及生活习惯，并通过生活

对话改善医患关系，增加信任。利用多媒体展示

正畸治疗前后及口腔卫生改善前后的对比，提高

正畸治疗的自信心和积极性。3 )破除口呼吸等口

腔不良习惯，循序改正频繁进食、高糖(酸)饮食等

不良生活习惯，正面管教的理念鼓励建立良好的

饮食及刷牙习惯，拒绝惩罚与说教。4 )每晚刷牙

后家长检查，要求家长鼓励督促。5 )每周末由家

长刷牙1次。

针 对 医 生 因 素 制 订 对 策 。 1 ) 学 习 儿 童 心 理

学，针对同年龄孩子共性的话题做学习或讨论，

建立健康良好的医患关系。2 )治疗前进行风险评

估：包括龋(失)补牙数、早期龋状态、牙龈健康状

况及糖、酸暴露情况等。3 )复诊监控口腔卫生状

况，了解患者维持口腔卫生的困难所在。探索积

极的、具有趣味性的刷牙配合激励机制，比如兑

换周末或优先看诊时间、兑换牙刷等小礼物、兑

换术中照片、作为标兵向其他患者演示刷牙方法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PLI and BI. At the 

beginning of treatment, PDCA cycle was appli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6 months and 12 months of 

treatment, PLI and BI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hile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showed 

no significant change. After repeated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PLI ≤1 and 

BI ≤1 increased to 82% and 92% respectively (P<0.05). Conclusion: PDCA is effective for the oral hygiene of 

adolescent patients.

Keywords PDCA; orthodontic treatment; oral hygi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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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4 )反复宣贯口腔卫生重要性，现场示教刷牙

方法。让患者对着镜子，现场演示BA SS刷牙法，

观 察 刷 牙 动 作 ， 观 察 掌 握 的 熟 练 程 度 和 刷 牙 质

量，针对性强化科学刷牙方法、计算刷牙时间。

5 )制作短视频等，利用多媒体提高患者及家长的

口腔保健意识。6 )向家长及患者发放纸质或多媒

体资料，联合家庭内监督等多种形式帮助维护口

腔卫生。

针对器械材料因素制订对策 [3-4]。1)尽量控制

托槽黏结前酸蚀面积并将托槽周围残余黏结剂清

洁干净；2)结扎丝切断后尾部保留约2 mm并贴附

于牙面；3 )减少结扎圈、橡皮链及陶瓷托槽的使

用频率；4)选择利于清洁的矫治器及加力附件；5)
选择电动牙刷；6)1 d至少使用1次牙线。

针对方法因素制订对策 [5]。1)改良BA SS刷牙

法。其具体操作方法为：将刷头置于牙颈部龈缘

处，刷毛与牙长轴呈45°角，刷头与牙龈和牙齿接

触，轻轻加压，使刷毛末端一部分进入龈沟，一

部分在沟外牙面；牙刷在原位轻力水平颤动5次；

然后将刷毛呈45°角置于附着龈处，向咬合面拂刷

牙面5次；依次移动牙刷到附近的牙齿，重复同样

的动作。2 )自创简单易懂易记的刷牙方法歌谣，

帮助患者领会记忆。

口腔卫生维护影响因素总结见图1。

1.2.2.3  检查、评估 (C)
所有患者在PD C A循环前(矫治前)及循环1、

6 个 月 后 ， 由 同 一 检 查 者 进 行 菌 斑 指 数 ( p l a q u e 

index，PLI)和牙龈出血指数( bleeding index，BI)
检查并记录。研究对象在检查前应先行刷牙。选

择 1 6 、 2 1 、 2 3 、 3 6 、 4 1 、 4 3 作 为 指 数 牙 ， 使 用

菌斑染色剂进行菌斑染色，每颗牙根据牙面菌斑

面积记分，各牙的分值相加后除以受检牙数即为

该患者的 P L I 分值。记分标准： 0 = 牙面无菌斑； 
1=牙颈部龈缘处有散在的点状菌斑；2=牙颈部菌

斑宽度不超过1 mm；3=牙颈部菌斑覆盖宽度超过

1 mm，但在牙面1/3以下；4=菌斑覆盖面积占牙面

1/3~2/3；5=菌斑覆盖面积占2/3以上。BI：分6度

记录。记分标准：0=龈缘和龈乳头外观健康，轻

探龈沟后不出血；1=龈缘和龈乳头呈轻度炎症，

轻探龈沟后不出血；2=牙龈呈轻度炎症，有颜色

改变，探诊后点状出血；3=牙龈呈中度炎症，有

颜色改变和轻度水肿，探诊后出血，血在龈沟内

扩散；4=牙龈呈中度炎症，探诊后出血，血溢出

龈沟；5=牙龈有色的改变，明显肿胀，有时有溃

疡，探诊后出血或自动出血[6]。

1.2.2.4  闭环，持续改进 (A)
每 月 定 期 对 既 往 口 腔 卫 生 改 进 状 况 进 行 评

估、总结、闭环分析，与患者讨论改进措施，取

得患者支持与合作，用时(30±6.8) min。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6.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各组

数据的对比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P D C A循环前后

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1 口腔卫生维护影响因素

Figure 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ral hygi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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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材料黏附菌斑

牙刷清洁效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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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固定矫治在牙面上黏结的托槽和其他附件，

一方面影响牙齿的自洁作用，妨碍口腔卫生的维

护；另一方面会成为有利于生物膜形成和堆积的

滞留区，堆积的牙菌斑改变了口腔和牙面局部的

生态环境[7]。正畸医师在治疗中若忽视这些变化的

存在，又未积极进行防治，就有可能出现一些不

良问题：一是釉质脱矿，二是牙周组织损害[8]。口

腔卫生的维护是正畸治疗期间的重点工作之一，

同时也是需要正畸医师帮助患者持续改进的重点

内容，尤其是青少年患者。因为正畸患者的年龄

集中于11~14岁，是身体发育极为明显的时期，也

是获得独特个性的社会行为发育阶段[9]，需要注意

维护工作的持续性、科学性，兼顾趣味性。

P D C A 管 理 方 法 是 一 种 非 常 高 效 的 管 理 办

法，由 P l a n ( 计划 ) 、 D o ( 执行 ) 、 C h e c k ( 检查 ) 和

Action(行动)4个步骤形成一个不间断的循环，首

先是分析现状找出问题，制定计划，然后实施。

实施过程中找出存在的问题，根据问题总结制定

新的措施，进入下一循环。目前，PDCA循环管理

方法在质量改进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 1 0 - 1 2 ]。本研究

将PDCA循环法用于管理患者口腔卫生。从患者、

医生、器械材料及方法4个方面寻找原因，促进医

患双方均定期闭环改进，通过规范、连续、多种

形式、具有针对性和趣味性的健康宣教，指导患

者掌握相关知识，增强患者自信，自觉维护口腔

健康，阻碍菌斑的形成，构建良好的口腔卫生环 
境[13-15]。通过不断循环，有针对性地强化医患双方

对口腔卫生维护的意识。医生在提高宣教能力的

同时，注意医源性风险因素，在黏结托槽和附件

时防止酸蚀面积过大，减少弹性圈结扎、陶瓷托

槽等增加生物膜的堆积可能性的正畸附件使用。

借助科学刷牙方法改进、电动牙刷、牙线及氟化

物使用进一步控制菌斑形成[16]。

本研究实验组经PD CA循环1年后，患者的菌

斑指数及牙龈出血指数≤1的患者比例明显上升，

与对照组相比较，患者的口腔卫生状况得到显著

改善，说明固定正畸期间的口腔卫生宣教不能局

限于机械得宣教，应针对患者的个体情况制定相

应的管理措施，并不断循环强化，PDCA循环对促

进固定正畸患者的口腔卫生改善具有积极意义，

值得临床推广。

2  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矫治前的PLI、BI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矫治后6个月、12个月，对照

组PLI、BI显著大于实验组(P<0.05；表1)，说明实

验组口腔卫生改善状况显著优于对照组。

实验组 P D C A 循环实施前后， P L I≤ 1 的患者

人数比例由30%提高至82%，BI≤1的患者比例变

化由24%提高至92%(表2)。PDCA循环后，PLI≤1
及 B I ≤ 1 的患者比例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P < 0 . 0 5 ) ，说明 P D C A 循环显著改善口腔卫生 
状况。

表1 矫治前、矫治后6个月、矫治后12个月PLI和BI变化(n=50)

Table 1 Changes of PLI and BI before orthodontics and 6 month and 12 months after orthodontics (n=50)

组别
PLI BI

矫治前 矫治后6个月 矫治后12个月 矫治前 矫治后6个月 矫治后12个月

对照组 3.51±0.14 3.79±0.81 3.66±0.59 0.89±0.23 1.08±0.63 1.11±0.13

实验组 3.78±0.27 2.63±0.32 0.93±0.57 0.87±0.14 0.92±0.17 0.67±0.15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2 PDCA实施前后PLI≤1和BI≤1的患者人数比例变化

Table 2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PLI ≤1 

and BI ≤1 before and after PDCA

组别 PLI≤1 BI≤1

PDCA前 15/50 (30%) 12/50 (24%)

PDCA后 41/50 (82%) 46/50 (92%)

χ2 1.624 3.441

P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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