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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瘢痕防治与康复·

团 体 心 理 辅 导 对 烧 伤 患 者 自 信 心 和 社 会

适 应 能 力 的 影 响

党瑞 王易坤 李娜 何亭 石梦娜 梁艳艳 朱婵 周永博 齐宗师 胡大海

【摘要J 目的探讨团体心理辅导对烧伤患者康复期间自信心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的作用。

方法 将2012年1月一2014年1月西京医院收治的64例符合入选标准的烧伤患者按照康复治疗的

方法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32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康复治疗；试验组患者在常规康复治疗

的基础上结合团体心理辅导，治疗时间为8周。治疗前、后采用自信心测验量表评估患者的自信心水

平，计数自卑者、自我感觉平常者、自信者、超级自信者；治疗前、后采用中文版烧伤患者简易健康量表

评估患者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关系、一般健康状况、综合状况，以了解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对

数据行t检验、，检验、Mann—Whi t ney U检验、Wi l coxon检验。 结果 (1)试验组患者治疗后自信心

水平较对照组显著提高(Z=一2．573，P<0．05)；试验组患者中自卑者由治疗前的17例(53．1％)

降至治疗后的6例( 18．8％)，自我感觉平常者由治疗前的8例( 25．0％)增至治疗后的13例

(40．6％)，自信者由治疗前的4例( 12．5％)增至治疗后的10例( 31．3％)，治疗前后总体变化明显

( Z=一4．123，P<0．01)。治疗前、后，对照组患者自信心水平无明显变化( Z=一1．000，P>

0．05)。( 2)试验组患者治疗后的心理功能、社会关系、一般健康状况、综合状况领域分值分别为

( 87±3)、( 47．8±3．6)、( 49土3)、( 239±10)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9±4)、( 38．3±5．6)、( 46±

4)、( 230 4- 9) 分( t值分别为一8．635、一8．125、一3．352、一3．609，P值均小于0．叭)。试验组患者治

疗后各领域分值均明显高于治疗前( t 值为一33．282～一19．515．P值均小于0．05) ；对照组患者治疗

后躯体功能、心理功能、一般健康状况、综合状况领域分值明显高于治疗前( t值为一27．137～

一17．790，P值均小于O．05)。 结论 团体心理辅导结合常规烧伤康复治疗，在提高烧伤患者的自

信心水平及社会适应能力方面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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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烧伤治疗技术的进步，创面修复、挽救

生命已不再是烧伤治疗的最终目标。烧伤康复的理

念和技术已逐渐成为烧伤治疗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11，要想达到满意的康复效果，必须做到“救

治与早期功能、心理康复一体化”，以顺应从生物医

学模式转向生物-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2。3。。如果只

注重躯体功能的康复而忽视心理康复，则很难达到

满意效果。

为此本研究采用团体心理辅导结合常规康复治

疗对烧伤患者进行综合康复治疗，从心理学角度分

析烧伤患者自信心水平及社会适应能力的变化，为

烧伤患者的心理康复治疗提供新思路。

1对象与方法

1．1纳入与排除标准

此为回顾性资料分析。纳入标准：( 1)深Ⅱ～

Ⅲ度烧伤，在西京医院康复中心进行康复治疗；( 2)

年龄为19～47岁；(3)有一定的阅读能力。排除标

准：( 1)有认知、精神障碍；( 2)合并严重心、肝、肾等

疾病。

1．2临床资料

2012年1月一2014年1月西京医院共收治

64例符合上述人选标准烧伤患者，纳入本研究，根

据其接受的治疗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32例。

对照组患者仅给予常规康复治疗，试验组患者给予

常规康复治疗结合团体心理辅导。2组患者在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烧伤程度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值均大于0．05)。见表1。患者的烧伤

部位主要分布于面颈部、躯干、四肢。

1．3治疗方法

1．3．1 常规烧伤康复治疗 2组患者均给予8周

常规烧伤康复治疗，包括：( 1)加压疗法，即24 h连

续穿定制式压力衣，局部加用压力垫；( 2)运动疗

法，如关节松动术、被动关节活动、瘢痕按摩；( 3)物

理疗法，如等幅中频正弦电疗法、蜡疗法、超短波疗

法、激光疗法等。

1．3．2试验组患者的团体心理辅导 在进行常

规烧伤康复治疗期间，试验组患者同时进行团体心

理辅导治疗。辅导的主题是：提高自信、乐观面对、

恢复健康、重返社会。将试验组患者分为多个小组

同时进行心理辅导，每小组患者的数量为6～8例，

每周治疗1次，每次30～40 mi n，分为3个阶段共治

疗8次。步骤：(1)团体创始阶段，共治疗2次。治

疗师与患者交流，让患者相互认识，了解各自的受伤

经历；在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中介绍烧伤患者团体的

表1 2组烧伤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注：“一”表示无此统计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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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及性质，通过“缘聚你我”、“喜相逢”、“相亲相

爱一家人”等活动增加团体气氛，增强团体的信任感

和凝聚力。( 2)团体过渡阶段，共治疗4次。治疗师

在治疗期间鼓励患者独立完成某项工作，比如收拾

治疗工具、扫地、擦桌子，完成后给予表扬，让他们感

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在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中通过

“描述他人”、“命题图画接力”等活动，增强团体动

力。( 3) 结束阶段，共治疗2次。治疗师鼓励患者一

起就餐、购物、去公共场合娱乐；在团体心理辅导活

动中通过“我的收获”、“笑迎未来”活动巩固团体心

理辅导的成果，并将学习内容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积

极健康地生活。

1．4评定指标及方法

于治疗前、后分别采用自信心测验量表及中文

版烧伤患者简易健康量表( BSHS-C)’4j ，对2组患者

的自信心水平、社会适应能力进行评估。

1．4．1 自信心水平评定 选用美国心理学家罗

森伯格制订的自信心测验量表进行评估，该量表共

有10个项目，每个项目4分。1分表示非常同意，

2分表示同意，3分表示不同意，4分表示非常不同

意。10～15分为自卑者，16～25分为自我感觉平常

者，26～35分为自信者，36～40分为超级自信者。

1．4．2社会适应能力评定 BSHS—C共有80个

项目，每个项目均有5个程度选项，即“根本不能”、

“很困难”、“比较困难”、“有些困难”、“没有困难”，

分别定义为0、1、2、3、4分，涉及患者健康状况的4个

领域：( 1)躯体功能领域，包括独立活动、角色活动、

手部功能，该项总分为80分；( 2) 心理功能领域，包

括体像、情绪，该项总分为120分；( 3) 社会关系领

域，包括家庭与朋友、性生活，该项总分为60分；( 4)

一般健康状况，该项总分为60分。对4个领域分别

计分，并计算4个领域的总分以表示综合状况，分值

越高表示社会适应能力越强。

1．5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对计

数资料行Mann．Whi t ney U检验、Wi l coxon检验、z2

检验，对计量资料行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自信心水平

试验组患者治疗后自信心水平明显上升(P<

0．01)，且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患

者治疗前、后，自信心水平无明显变化( P>0．05)。

见表2。

2．2社会适应能力

试验组患者治疗后的心理功能、社会关系、一般

健康状况、综合状况领域分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值均小于0．01)；试验组患者治疗后的躯体功能

领域分值与对照组相近( P>0．05)。试验组患者

治疗后的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关系、一般健康

状况、综合状况领域分值均高于治疗前( t值分别为

一26．866、一19．515、 一20．089、一21．298、一33．282，P

值均小于0．05)。对照组患者治疗后的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一般健康状况、综合状况领域分值均高于

治疗前( t值分别为一23．393、～17．790、一18．309、

一27．137，P值均小于0．05)，社会关系领域则无明

显变化( t =～1．558，P>0．05)。见表3。

表2 2组烧伤患者康复治疗前后自信心水平比较[例(比，％) ]

组别 例 数丽 者焉 磊 百者 雩丽 丽 等等 磊焉 等 等著 可煞
t 值

P值

1．98l 一0．597 一1．430 —8．635 1．216 —8．125 —0．635 —3．352 0．043 —3．609

0．052 0．553 O．158 <0．001 0．229 <0．00l 0．528 0．00l 0．966 0．00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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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团体心理辅导是在德国心理学家勒温提出的

“心理场”理论基础上建立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

在团体治疗情景中，患者通过自我体验、互相交流、

互相表达感情从而改变其行为，并建立新的行为方

式，最终达到治疗目标"⋯。颜面部等特殊部位严重

烧伤患者由于外观无法恢复正常，而产生自卑心理，

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o。本研究采用世界上最常用

的自信心测验量表进行自信心评估，数据显示试验

组烧伤患者接受团体心理辅导与常规康复治疗后，

自卑者百分比由治疗前的53．1％下降至18．8％，自

信者百分比由治疗前的12．5％上升至31．3％；试验

组患者治疗后的自信心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由此可见，团体心理辅导可利用团体的力量

帮助患者舒缓压力、减少困惑、正确认识疾病、树立

战胜疾病的信心，从而抛弃自卑心理，形成积极自信

的生活态度。

为帮助烧伤患者更好地重返社会，在社会适应

能力方面需要给予帮助¨1。团体心理辅导的主要作

用不是指导，而是通过成员间互动实现治疗目标H1。

研究结果显示，经过团体心理辅导结合常规康复治

疗后，试验组患者心理功能、社会关系、一般健康状

况、综合状况显著优于对照组和治疗前，说明团体心

理辅导可以提高烧伤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笔者认

为，在烧伤康复治疗中，不仅要注重患者的躯体功能

康复，也要加强患者的心理康复，为他们重返社会做

好准备。对照组经常规康复治疗后，社会关系领域

未见明显改善，提示常规康复治疗在帮助患者重新

找回自己的社会角色方面所起的作用较小。

烧伤患者的自信心及社会适应能力与其性别、

年龄、文化程度、烧伤部位、烧伤程度相关，其中烧伤

部位尤为明显。由于颜面部属于人体暴露部位，烧

伤发生率高于人体其他部位¨⋯，且颜面部烧伤对患

者心理影响大⋯1。然而，本研究未对不同部位烧伤

患者分组进行团体心理辅导，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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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快讯·
C- x- C趋化因子受体4拮抗剂治疗增生性瘢痕的潜在作用

增生性瘢痕是一种皮肤纤维化疾病，经常发生在热损伤后的真皮深处，针对性的有效预防和治疗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重要

临床问题。在之前的 研究中，作者观察到基质细胞源性因子1( SDF一1)和其受体c—x—c趋化因子受体4( CXCR4)信号在烧伤

患者伤口愈合过程和 增生性瘢痕组织中上调。深层皮肤损伤多 伴随着长时间的炎症反应，从而导致单核 细胞通过趋化信号

不断被招募至创面组织，激活Fb，最终形成增生性瘢痕。CXCR4拮抗剂有望阻断单核细胞向创面组织募集和Fb的活化而减

轻瘢痕形成。因此，作者假设血源性单核细胞通过SDF—l 及其受体CXCR4形成的趋化途径被招募到烧伤部位，对此进行观

察研究。作者采用“ 类似人增生性瘢痕的裸鼠”模型，在体明 确CXCR4拮抗剂CTCE-9908对瘢痕的抑制效 应。在该模型中人

的中厚皮被移植至无胸腺裸鼠的背部全厚皮切除创面，从而形成类似人的增生性瘢痕。结果显示，CTCE一9908能够显著减少

瘢痕形成和收缩，减少巨噬细胞和肌成纤维细胞的聚集，增强胶原纤维的重构，抑制纤维化生长因子的基因和蛋白质表达。

这些结果表明CXCR4拮抗剂在真皮纤维化和其他可能的纤维化病症中具有潜在的治疗价值。

李超，编译自《Wound Repai r Regen)，2014，22( 5)：622—630；胡大海，审校

Q2xvdWRWZXJzaW9uLQ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