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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例烧伤患者心理干预治疗的观察 

程秀华 肖红 刘连忠 付京 

烧伤 小仪 【lj=接造成忠 行帆仆 的拟 霄 ，̈ 时引起患者 的心 

理发生多种变化 笔秆埘 2003 4』{ 2004，f 3月本单位 

收治的 1 19例烧伤心并进} 心胖 r预，帆察 该治疗方 法对患 

荇心 状 念的影 响 

临J术资料 ：小组 119例 ，jCt{t 85例 、女 34例 ，年 龄 为 

1 8～60岁『(35±10)岁 1 烧 伤 私{1％ ～59％ TBSA，II～ 

Ⅲ度 敛伤原 ：热液烫 伤42例，火焰 烧伤 39例 ，化学 烧伤 

8例 ，电击伤 22例 ，热 伤 8例 ．．医疗 费用 支付方式 ：公费 30 

例，f{费89例 将患者随机分力 f：预组 (60例)和对照组 

(59例)，两组患行一般情 况 比较 ，差异 尤统 汁学 意 义(P > 

0．05) 

1：预 ‘法 ：埘照 纰患 仪作 常 治疗 和护理 ，干 预组患 

暂 此 基础 f 进 {亍心理 1：预 ：(1)个别 心卵 疏 导。20～30 

rain／次 ．1次／d 耐心倾昕 倾 诉，详川 铃 患者 的提 问， 

讲 解烧 伤 i ，斤介 f{烧伤 的 坫小角1识及成功 救治 

经验 (2)集 体心 治疗 2次／川 ，30～60 rain／次 ，10～15 

人／次 将 患肯集【{1 一·起进行座淡 ，鼓 助家属 参加 ，为患 者 

提供一个语 音交}j}c、情感 泄的场 所，加强患 萏之间 、患 者 与 

医务人员之 r仃J的沟通 医 务人 员坎 啪患 行说 出治疗的 感受 

和担忧 ，利川 录像 、图片 、画册提 供仃荚 的治疗信 息，让 患者 

及家属掌握疾病知识 ，并 清部分心理状 态康复理想 的患者介 

绍康复经验 ，激励患 者积极 眦合治疗 (3)支持性 心理 治疗 

及行为治疗 指 导患 _者做简 的放松训练 ，1～2次／d。播放 

舒缓优美的轻音乐 ，1～2次／ {，30～60 min／次 ：积极 与患者 

家属 、单位 、礼区取 得联 系，指 导十fI炎人 员关心患 者 、及时解 

决患者的实际困难，帮助患肯缱 ·个令 位的支持系统。 

观察项 日及数据分析办法 ： 两组患 肯人院后第 1、7、14 

天采用 Zung焦虑 自评 鼙表 (SAS)和抑 郁 自评量表 (SDS) 

进行评分。数据以 x±s表示，果用 SPSS 1 1．0统计软件进行 

z检验。 

结果 ：对照组和 _f：预组 患行 人院 后第 1天 焦虑 、抑郁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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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入院后第 7、l4天干 

预组患者的焦虑 、抑郁评 分均明显 低于 对照组 (P <0，01)。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焦虑 、抑郁评分 比较 (分 ，x±s) 

注 ：与对 照 组 同一 项 目 比较 ，} P <0．01 

讨论 烧伤常常足意外发生 ，患 者面对这 突如其来 的改 

变 ，身心处 于一种 危机状 态 ，然而 是否产 生心 理压力 取决 于 

个体素质。有研究证实，个性特征 、既往的精神障碍病史、个 

体的应付方式 、周围环境的支持及主观对创伤的感受程度 

等 ，在心理应激 的发生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 。烧 伤 的严重 程 

度 、部位(如面部烧伤毁容、肢体功能障碍 、截肢 、会阴部烧伤 

导致的性功能障碍 )以及致 伤的原因均 与心理障碍 的产 生相 

关 ：烧伤部位 、面积 、深度及烧伤时问不 同，则患者 焦虑评 

分显著不 同；头面部 、手部 烧伤涉 及 到患 者的 自我 形象改 变 

和功能部位的恢复，其焦虑评分也较高 。对烧伤患者进行 

综合心理干预是生物 、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综合运用，本研 

究 中干预组患 者焦虑 、抑郁评 分均低 于对照组 (P <0．01)。 

由此说 明 ，通过心理干预可以缓解和消 除烧 伤患 者的负性情 

绪 ，对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积极的影响 。 

参 考 文 献 

1 张明圆 ，主编．精 神科 评定 表手册 ．长沙 ：湖南 科学 技术 出版社 ， 

1998．35． 

2 尹海辉 ，谢庭鸿 ，黄晓元．烧 伤病 人创伤后应 激障碍 的研 究现状 ． 

中华护理杂志 ，2003，38：874—875． 

3 VanL N ，Vanson M Psychop．dlhology and psychological probe in pa· 

tients with burn sccars：epidemiology and management．Am J Clin Der- 

matol，2003，24：63—72 

4 卢小莲．烧伤临床早期病人焦虑发生及其影响因素．护理学杂 志， 

2003，18：209． 

(收稿 日期 ：2004—11—09) 

(本文编辑 ：苟学萍 ) 

2006年《中华烧伤杂志》第 22卷重点号内容预告 

第 1期 创面处 理 

第 4期 营养代谢 

第 2期 烧伤感染 

第 5期 早期复苏 

第 3期 脏器损害 

第 6期 烧伤免疫 

·  肖 息 · 

Q2xvdWRWZXJzaW9uLQ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