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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患者家属康复知识调查分析与健康教育对策 

夏 冬云 

烧伤患者生理、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痛苦，治疗后期 的康 

复护理是一个长期过程，家属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针 

对性地对患者家属进行健康教育 ，使之积极参 与到整个康复 

护理过程 中，可减轻患者心理负担 ，改善其身体功 能和情绪 ， 

提高生活质量。为此笔者进行了如下调查，以期为烧伤患者 

的康复研究提供 参考 。 

1 调查对象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 2006年 1月一2008年 12月我科收治 的 96例 

烧伤患者的家属 100人为调 查对象 ，其 中男 68人 、女 32人 ， 

年龄 29～86岁。与患者关 系 ：配偶 49人 ，子女 33人 ，父母 

13人 ，其他关系5人；高中及以上学历 45人，高中以下学历 

55人 。患者烧伤总面积为 20％ ～80％TBSA，单 纯有 浅 Ⅱ度 

创面者 12例、单纯 深 Ⅱ度创 面 25例 、浅 Ⅱ ～Ⅲ度混 合创面 

59例 。 

采用问卷调查法 和数理统 计法。 向家 属发放 自行设 计 

的问卷调查表 ，内容包 括对烧 伤后康 复知识 的 了解情 况 、需 

求情况 ，对健康教育方式及社会 家庭支持系统 的需求情况 。 

2 结果 

本 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00份 ，回收有效 问卷 96份 ，有效 

率 96％ 。结果见表 1，2。 

表 1 96位患者家属对烧伤康复知识的了解情况(人) 

表 2 96位患者家属对烧伤康复知识和 

健康教育方式需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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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21位(21．9％)烧伤患者家属 

意识 到，良好的心理状态能促 进患者后期康复；大部分 

(78．1％)家 属 不 了解 心 理 健康 的重 要 性。不 到 一 半 

(42．7％)的家属认为合理的饮食有利于康复，近半数家属不 

会正确调整饮食结构。仅约 1／5的家属认识到恢复期功能 

锻炼的重要 性 ，了解 烧 伤后 创面 护理 及瘢 痕预 防和 护理 知 

识 。可见患者家属 对烧 伤后康 复知识 的认识 明显不足 。大 

多数家属心理护理知识欠缺 ，对 患者缺乏心理支持 。而患者 

心理压力过大会出现焦虑、抑郁、淡漠等负性情绪，活动减 

少，对康复锻炼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可能造成关节挛缩畸 

形、肌肉失用性萎缩等临床症状⋯。所以，对患者家属进行 

有针对性的、系统的健康教育，有助于其 了解患者的压力源 

和需要，及时进行心理疏导，促进其心理和肢体功能的恢复。 

患者家属 对瘢痕 预防及烧 伤后功能锻炼 相关知识 有强 

烈的需求 ，说 明他们更 关注 的是患 者外表 和肢体 功能恢复 ， 

而对于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知之甚少。因患者烧伤的原因、部 

位及程度不 同 ，需要护士在健康 教育 过程 中根据每位患 者家 

属 的年龄 、文化程度 、接受能力及需 求特 点等作具体分析 ， 

制定个性化 的健康教育 内容和方式 ，有 的放矢 。 

烧伤给患者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他们期盼重建功能、 

恢复容貌，早 日重返工作单位 。社会支持是提高患者生存 

质量的～个重要因素，具有缓冲作用，能促进患者身心健康， 

恢复其社会功能 。亲人的积极探视、经济资助及家庭成员 

之间的情感互动，能使患者感受到 自己存在的价值 ，激发其 

对生活的向往及对亲人的眷恋，提高对治疗的依从性，使其 

尽快恢复角色功能，早日回归社会。所以应进一步加强对患 

者家属的健康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烧伤康复的重要意义， 

积极参 与和监督 ，从 而提 高患者 以及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 

虽然患者家属对烧伤康复相关 知识 了解不够 ，却有主动 

需求 ，在教育方 式中最受欢 迎 的是一对 一宣教 ，其次 是希望 

有宣传材料和进行电话咨询。因此，护士应采取多种健康教 

育方式 ，包括 面对 面的宣 教、制作 发放 宣传 材料 和 图片 (手 

册、卡片、图片等)、远程教育(建立烧伤康复网站进行网络文 

字及视频教育，开通电话咨询业务等)等，以满足家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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