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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在少数民族烧伤患者治疗中的作用初探 

庞 书琴 

烧伤给患者带来巨大痛苦和心理压力，尤其是在大面积 

烧伤患者脱离危险期进入康复阶段后。随着深度烧伤创面 

的愈合 ，瘢痕也随之出现 ，医疗护理重点由挽救患者生命转 

移到加强患者对自身疾病的认知与了解 以及 自信心的建立 

方面 ，其中心理护理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2]。2007年 

8月一2O10年 5月 ，笔者单位收治 60例中等面积或大面积 

成年烧伤患者 ，采用症状 自评表——90项症状清单(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对其进行 心理评 估并予 以心理 疏导 ，效 

果较好 ，现报告如下。 

1 对 象与 方法 

1．1 临床资料 

患者均为少数民族成年人，其中男 45例 、女 15例，烧伤 

总面积 10％ ～40％TBSA、深 Ⅱ一，Ⅲ度，其中Ⅲ度烧伤面积小 

于或等于 10％TBSA，均未合并其他疾病。将患者按照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 30例，由少数民族护士专门护理；对照 

组 30例，由略懂少数民族语言的汉族护士专门护理。 

1．2 治疗方法及检测指标 

健康教育从患者人院开始予以实施，1次／d，每次 20～ 

30 min。护理人员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 ，详细解答患者的疑 

问，给患者讲解烧伤专业知识 ，并介绍烧伤康复的基本知识 

及成功救治经验 。根据患者存在的紧张、害怕、睡眠障碍、 

噩梦等临床症状，结合其年龄、文化程度等，采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 ，通过床旁交谈或与陪护人员协 同等方式 ，向患者宣传 

心理健康与疾病相关知识，使患者能正确对待生活中的意外 

事件 。 

于 2组患者入 院后 7、30 d采用症状 自评表 SCL一90评定 

情绪状态 。本 研究 以人院后 7、30 d分别代表治疗初期 、治疗 

后期 ，进行分值统计。量表由患者本人填写，填写困难者 由 

护士协助完成。以总分反映病情的严重程度(分值越高，病 

情越重)，减分率 =(治疗初期总分 一治疗后期总分)÷治疗初 

期总分 x 100％。 

1．3 统计学处理 

部分 数据 以 x±s表示 ，采用 SPSS 15．0统计软件行方差 

分析 、X 检验 。 

2 结果 

人院后 7 d，试验组 、对照组患者 SCL一90总分值接近，分 

另1为(194±61)、(181±52)分(F=1．871，P =0．297)，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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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排除组问患者因个体差异所造成的统计学检测误差。人 

院后 30 d，试验组、对照组患者 SCL一90总分值相差较大，分 

别为(149±40)、(154±45)分 (F =11．304，P =0．001)。 

试验组 、对照组患者总分值治疗初期与后期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 意义 (F =5．537，P =0．001；F =5．537，P = 

0．045)；2组患者总分值的减分率分别为 23％、15％，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X =5．455，P=0．020)。 

3 讨 论 

烧伤常因意外所致，创面的疼痛往往使患者感到恐惧和 

无助，同时由于烧伤创面通常使人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减少 

了患者能够倾诉的对象，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及被遗弃 

感。部分患者不能接受残酷的现实，担心被人耻笑，拒绝户 

外活动，产生 自卑心理，甚至因怀疑治疗效果而不配合f临床 

治疗 。 

烧伤患者的心理问题非常复杂，有不同于其他疾病患者 

的特殊性。因此必须充分 了解烧伤患 者心理状 况 ，在 心理护 

理 过程中做到“有 的放矢 ”，增 强患者 治疗疾 病 的信 心 ，消除 

其心理障碍，从而使患者积极配合临床治疗。笔者单位收治 

的烧伤患者中 80％为农村人口，少数民族患者占患者总数的 

75％ ，且与汉族人在对问题的认识上存在一定差异，加之与 

其交流时常存在语言障碍，因此汉族医护人员很难彻底了解 

其心理状态。由本次调查可知，心理干预对少数民族患者均 

有效 ，其中良好的沟通对缓解患者心理焦虑具有积极作用。 

由此认为，对少数民族患者进行心理护理时，一方面应加强 

医务人员对该 民族语言 的学 习，另一方面科 室医务人 员构成 

应结合所在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现状，尽量做到多民族化，从 

而提高心理干预治疗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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