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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护理中加强健康宣教对缓解不良情绪、提升满意度的效果研究 

张 兰，张敬敏，苑敬辉 

唐县中医医院  河北保定 

【摘要】目的 研究烧伤护理中加强健康宣教对缓解不良情绪,提升满意度的效果。方法 将 2021 年 5 月-2022
年 5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烧伤患者 104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随机将上述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52 例，对

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强健康宣教，对比分析应用效果。结果 本研究中实验组护理

满意度、依从性高于对照组，心理状态优于对照组，疼痛程度以及疼痛持续时间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
烧伤患者加强健康宣教能够使其对自身疾病的治疗和护理有充分的了解，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提升患者的依从

性，从而起到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和促进患者恢复的作用，进而提高患者对护理人员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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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health education in burn nursing on alleviating bad 
emotions and improving satisfaction. Methods: 104 burn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1 to may 2022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abov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5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rengthened health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effect. 
Results: in this study,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complia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egree and duration of pain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health education for burn patients can make 
them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treatment and nursing of their own diseases, alleviate the bad mood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patients, so as to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patients and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and then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with the work of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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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外界高温和热力的作用之后会导致皮肤出现

烧伤的现象，皮肤的黏膜、皮下组织或者黏膜下组织

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对患者的皮肤保护功能、外

观甚至生命造成威胁。烧伤通常都是意外发生，非常

突然，几乎所有患者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负性情绪非常严重，加之对疾病的没有正确的认知，

很容易出现恐惧、焦虑、抑郁等现象。另外，烧伤后

患者会有非常明显的疼痛，尤其是在换药期间，很容

易导致患者出现排斥的心态，无法良好配合护理工作，

患者的依从性降低会影响治疗和护理工作的顺利进

行，使患者的恢复受到影响[1-2]。针对此类患者，在对

其进行高效护理的过程中需要采用强化健康宣教的方

式帮助患者及其家属正确的认识、了解和面对疾病，

使其以良好的心态配合医护人员，缩短换药的时间，

从而降低患者的痛苦，使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

得到改善，进而促使护理工作顺利进行，使患者对护

理人员的满意度提高[3-4]。本研究对我院收治的烧伤患

者采用强化健康宣教的护理模式，并分析应用效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1 年 5 月-2022 年 5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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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104 例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随机将上述患者分为

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52 例，对照组男 30 例，女 22 例，

平均（45.68±8.76）岁；实验组男 31 例，女 21 例，

平均（45.56±8.94）岁，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1）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密切观察患者创面的

恢复情况以及是否出现渗液、感染等问题。在进行护

理操作的时候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换药的时候动作要

轻柔，固定敷料的时候注意松紧适宜，询问患者的舒

适度。定期为患者更换正确的体位，保证患者皮肤干

燥清洁，按时为患者进行适当按摩以及关节被动活动。

监测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给予患者用药护理、生活

指导等。 
（2）实验组 
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强健康宣教，具体：①

根据患者的年龄、烧伤情况、文化程度等制定有针对

性的健康宣教方案，采用视频、图文等多种形式结合

为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帮助患者利用最短的时间了解

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需要患者注意和配合的方向，

纠正患者及其家属的错误想法，告知患者治疗的方法、

优势以及护理方案，获得患者的理解和配合，提高其

依从性。②在对患者完成健康宣教之后，及时将健康

宣传手册发放给患者，对于患者不理解的地方帮助其

进行详细的解答，告诉患者如果有记不清的内容可以

随时查看宣传手册。换药期间告知患者创面的恢复情

况，并对患者进行的配合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使

其了解自己哪种做法是正确的，能够提高康复速度。

③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生活方面的强化指导，强调饮

食以及日常护理中需要注意的重点，为患者制定饮食

计划，并告知患者积极进食，保证自身的营养供给。

与医生讨论制定患者的康复计划，并将计划进行阶段

性划分，鼓励患者完成康复计划，并及时告知患者的

康复进度。④给予患者充分的心理疏导，缓解患者的

不良情绪，引导患者正确调节自身的情绪，积极将内

心的担忧和疑问讲出来，帮助患者分析解决，重新为

患者树立治疗的信心。指导家属正确与患者交流，给

予其多一些的关心，与患者聊一些感兴趣的话题，分

散其注意力。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1）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2）对比患者

心理状态改善情况。（3）对比疼痛程度（VAS）以及

疼痛持续时间。（4）对比依从性。 
1.4 统计学分析 
将所有研究数据纳入 SPSS24.0 软件，通过

（ sx ± ）表示 t 值检验；通过率（n/%）表示 χ2
值检

验，判定统计学差异的标准为 P＜0.05。 
2 结果 
2.1 对比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 

表 1  对比护理满意度（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n=52） 35/52（67.31%） 15/52（28.84%） 2/52（3.85%） 50/52（96.15%） 

实验组（n=52） 26/52（50.00%） 18/52（34.626%） 8/52（15.38%） 44/52（84.62%） 

χ2
 - - - 3.9830 

p - - - 0.0459 
 
2.2 对比患者心理状态改善情况 
将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改善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

具体如下： 
护理前实验组患者的 SAS 评分为（57.78±4.62）

分,SDS 评分为（59.40±4.81）分； 
对照组患者的 SAS 评分为（57.46±4.80）分,SDS

评分为（59.29±4.55）分。 
护理前两组患者心理状态对比结果为：SAS

（t=0.3464，P=0.7298），SDS（t=0.1198，P=0.9049），

组间无显著差异，P＞0.05。 
护理后实验组患者的 SAS 评分为（44.20±3.47）

分，SDS 评分为（46.54±3.21）分； 
对照组患者的 SAS 评分为（47.07±4.10）分,SDS

评分为（49.76±3.55）分。 
护理后两组患者心理状态对比结果为：SAS（t=3. 

8530，P=0.0002），SDS（t=4.8515，P=0.0000），实

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 
2.3 对比疼痛程度（VAS）以及疼痛持续时间 
将两组患者疼痛程度（VAS）以及疼痛持续时间

进行统计学分析，具体如下： 
实验组 VAS 评分（4.05±1.12）分，疼痛持续时

间（18.20±3.51）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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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VAS 评分（5.86±1.34）分，疼痛持续时

间（22.88±3.74）min。 
两组患者疼痛程度以及疼痛持续时间对比结果

为：VAS 评分（t=7.4736，P=0.0000），疼痛持续时间

（t=6.5797，P=0.0000），实验组疼痛持续时间短于对

照组，且疼痛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 
2.4 对比依从性 
将两组患者依从性进行统计学分析，具体如下： 
实验组 52 例患者当中完全依从的患者为 30 例

（57.69％），部分依从的患者为 17 例（32.69％），

不依从的患者为 5 例（9.62％），总依从度为 90.38％，

共 47 例患者。 
对照组 51 例患者当中完全依从的患者为 21 例

（40.38％），部分依从的患者为 18 例（34.62％），

不依从的患者为 13 例（25.00％），总依从度为 75.00％，

共 39 例患者。 
两组患者依从性对比结果为：χ2=4.2997，P=0.03 

81，实验组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发生烧伤之后不但会对患者的皮肤造成损伤，同

时也会影响患者的心理健康，烧伤属于一种意外伤害，

患者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加之受到疼痛等影响，出

现负性情绪的概率非常高，并且患者受伤后需要较长

的恢复期，在创面进行处理和换药的时候需要承受巨

大的痛苦，这些都会导致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以及依

从性下降，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积极做好患者的护

理是保证治疗效果的关键，尤其是健康宣教，常规护

理中对患者的健康指导全面性和细节性均不够理想，

患者对疾病和治疗的了解也不够详细，非常容易出现

认知方面的偏差，导致不良心态的出现[5]。加强健康宣

教通过更加有针对性的健康指导可以使患者对自身的

烧伤程度、影响程度等有更准确的认知，加上多方面

结合的宣教形式能够让其更加直观对治疗和护理有全

面的了解，对预后有充分的认识，这样可以避免患者

随意猜测自己的伤势而产生恐慌的情况[6]。利用宣传手

册来强化患者的记忆，避免患者出现配合上以及理解

上的错误，使其能够更加准确的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

护理人员将恢复情况告知患者也能够使其明确积极的

配合能够提高自身的恢复速度，减轻痛苦。给予患者

个性化的饮食和康复指导，使其能够在保证自身营养

状况的基础上提高康复效果，使患者以良好的状态接

受康复训练，进一步提升患者的治疗效果。根据患者

出现的不良心态进行心理疏导，帮助患者减轻心理压

力，使其以良好的心态接受治疗和护理，降低患者发

生不良情绪的概率[7-8]。本研究中实验组护理满意度、

依从性高于对照组，心理状态优于对照组，疼痛程度

以及疼痛持续时间均低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对烧伤患者加强健康教育能够使其对

自身疾病的治疗和护理有充分的了解，缓解患者的不

良情绪，提升患者的依从性，从而起到提高患者的治

疗效果和促进患者恢复的作用，进而提高患者对护理

人员工作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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