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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性护理对艾灸烫伤的预防效果分析 

赵 悦 

陕西省中医医院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探析实施预见性护理对艾灸烫伤的预防效果的影响作用。方法 选择我科 2023.2~2024.2，一年

间收治的 90 例接受艾灸治疗的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目标对象。将患者按照护理方法的不同随机分为对照组（45
例，使用常规护理）和研究组（45 例，实施预见性护理）。对两组患者在护理完成后的效果进行收集和分析。结

果 两组在接受护理之后，均取得了一定成效，研究组患者健康教育（17.87±1.64）分，体位指导（18.98±1.35）
分，治疗评估（18.09±1.17）分，烫伤护理（19.34±1.21）分各项均高于对照组，烫伤发生率 0.0%显著低于对照

组 8.9%，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P＜0.05）。结论 在对艾灸治疗患者实施护理时，预见性护理拥有显著的

预防烫伤效果，可以有效提高患者护理满意度，有显著的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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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reventive effect of anticipatory nursing on moxibustion burns 

Yue Zhao 

Shaanx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Xi'an, Shaanxi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mplementing anticipatory nursing on the preventive effect of 
moxibustion burns. Methods 90 patients who received moxibustion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3 to February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target subjects for this study.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45 cases, 
receiving routine care) and a study group (45 cases, receiving anticipatory car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effects of nursing care o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fter completion. Results After receiving nursing 
care, both groups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burn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Proactive nursing has a significant preventive effect on burns when implementing 
nursing care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moxibustion treatment,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care and has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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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医领域，艾灸被认为是一种效果显著的治疗

方法，它具有多种适用症状、治疗过程安全并且起效迅

速，因此在临床上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艾柱燃烧时产生

大量热量可以直接用于局部穴位和体表组织损伤，具

有温经通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等功效[1]。然而，艾

灸治疗烫伤是一种常见的并发症，特别是当皮肤与

70°C 的物体持续接触 1 分钟或与 60°C 的物体持续接

触 5 分钟时，可能会引发低温烫伤[2]。严重影响了灸疗

效果和生活质量，因此对艾灸引起的烫伤问题应高度

重视。本研究中，即分析了预见性护理对艾灸烫伤的预

防效果，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科 2023.2~2024.2，一年间收治的 90 例接受

艾灸治疗的患者作为此次研究的目标对象。所有患者

均自愿在我科接受艾灸治疗，且能够全程配合护理。根

据在护理方式上的差异将患者被划分为两组：对照组

（包含 45 名受试者，男性 28 名，女性 17 名，平均年

龄 56.53±2.43 岁）；而研究组（涵盖 45 名受试者，

其中男性 29 名，女性 16 名，平均年龄是 56.7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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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在对两组患者的基础信息进行了分析之后，发现

这些数据间的不同从统计学角度看，并不具有明显的

显著性（P＞0.05）。 
所有参与的病人都已全面地了解这一研究，并且

已经签署了与调查相匹配的知情同意文件。我院的伦

理委员会已经对这份研究进行了深入的理解，并已经

正式对该研究给予了批准。 
1.2 护理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护理，对照组仅需实施常规

护理，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实施预见性护理，具体方法如

下： 
1.2.1 护理培训与指导 
定期安排护理人员进行艾灸治疗的专业培训，帮

助他们深入理解艾柱的裁剪和安放技巧。精通艾灸治

疗过程中的护理关键点、熟悉艾灸造成烫伤的高风险

因素、熟悉处理烫伤的方法，并提前备足防烫伤隔热棉，

以及科学地使用防护板以确保治疗效果。 
1.2.2 全面评估 
在开始治疗之前，应对患者的身体状况进行详尽

的检查，确保知晓他们的病况深度;咨询患者的年龄和

疾病经历，以此来评定其治疗的容受性;请仔细检查患

者的皮肤状态，并咨询他们对热度的恐惧或偏好程度;
根据病人个别情况，来决定合适的治疗周期。 

1.2.3 健康宣讲 
为患者详细解析艾灸疗法的步骤、关键要点和功

能，并向他们解释可能的烧伤隐患以辅助医治。在进行

艾灸的过程中，患者可能会在皮肤上感到红肿和灼烧，

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反应，不需要过于担忧。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需知晓不应私自移动四肢，如果出

现明确的不适状况，应迅速通知护士以便及时接受相

关治疗。为患者提供了艾灸治疗指导手册，并利用丰富

的图文描述来传递治疗相关的知识;一对一提供了艾灸

治疗的具体步骤、技术流程及需注意的点，并深入解析

艾条中的药物成分和治疗效果，还明确指出在艾灸治

疗中患者的合作要点。 
1.2.4 心理护理 

艾灸疗法需要较长的时间，并且患者需要长时间

保持相同的体位，这可能会导致患者感到烦躁。如果没

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指导或干预，容易造成不良后果。因

此，医护人员应当采取友好的护理方法来加强与患者

的关系，深入了解患者的家庭背景和文化情况，对可能

的负面情绪进行评估，并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心理

辅导。请向患者解释在艾灸治疗过程中为何需要保持

固定的体位，以便他们能更好地配合治疗方案；鼓励患

者进行适当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减轻疼痛。此外，在

治疗过程中，可以为病人播放轻柔的音乐或指导他们

阅读，目的是为了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另外，要注意观

察患者精神状态及反应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对于那些情绪高涨的人，应该有耐心地与他们进行沟

通，并清晰地说明负面情绪对治疗效果可能产生的不

良影响。针对有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者，则要进行必

要的心理治疗与咨询。在此过程中，还需要指导患者的

家属为他们提供心理援助，安抚他们，并帮助他们释放

负面情绪。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需要统计两组患者在相应护理之后的烫伤

发生率以及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

t 和“ x s± ”表示计量资料，计数数据采用 χ2和%来表

示，P 值小于 0.05 意味着数据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上的显著性。 
2 结果 
2.1 烫伤发生率对比 
经过对两组患者的疗效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结

果揭示，研究组烫伤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并且这种差异

在统计学层面上具有显著性（P＜0.05），如表 1 所示： 
2.2 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 
经过对两组患者的疗效进行细致的分析，研究结

果揭示，研究组护理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并且这

种差异在统计学层面上具有显著性（P＜0.05），如表

2 所示： 
表 1  烫伤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Ⅰ度烫伤 浅Ⅱ度烫伤 深Ⅱ度烫伤 总发生率 

对照组 45 3（6.7%） 1（2.2%） 0（0.0%） 4（8.9%） 

研究组 45 0（0.0%） 0（0.0%） 0（0.0%） 0（0.0%） 

χ2 - 3.103 1.011 0.001 4.186 

P - 0.078 0.315 1.001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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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 x s± ] 

组别 例数 健康教育 体位指导 治疗评估 烫伤护理 

对照组 45 14.52±1.85 15.30±1.28 14.19±1.08 17.03±1.63 

研究组 45 17.87±1.64 18.98±1.35 18.09±1.17 19.34±1.21 

χ2 - 9.090 13.270 16.431 7.633 

P -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艾灸造成烫伤的主要原因往往是由人为因素引起

的[3]。如果未引起重视会出现大面积灼伤和局部红肿热

痛等症状，甚至发生休克[4]。如果烫伤的面积相对较小，

那么在 7~10 d 内，伤口可以自然恢复；如果烫伤的面

积过大，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以防止进一步的感染[5-6]。

对于发生在身体表面或体表皮肤上的艾灸灼伤，应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和预防[7]。采用预测性的护理

方法，可以极大地减少艾灸造成的烫伤风险。在临床上

可以将预防和控制艾炷灸伤作为重点内容之一，并对

可能影响艾灸效果的因素进行分析。在这之中，标准化

的艾灸手法可以减少由于医护人员操作失误导致的烫

伤风险；在开始治疗之前，对患者的年龄和病史进行评

估可以帮助了解其对治疗的接受度，进而适当缩短治

疗周期；合理使用艾绒可以减轻疼痛，促进血液循环和

新陈代谢，增强机体免疫力，同时也有利于预防褥疮等

并发症发生[8]。通过健康教育，可以增强患者对艾灸治

疗的了解，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治疗过程；出院指导能

促进患者康复。通过心理护理，可以减轻患者的紧张情

绪，并防止情绪波动对治疗过程产生不良影响；功能锻

炼可以改善患者肢体关节活动受限症状，有利于疾病

恢复[10]。此次研究分析表明，通过对研究组实施预见

性护理，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烫伤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预见性护理对艾灸烫伤的预防效果有

显著积极的应用效果，能明显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从

度，预防烫伤发生，有较高的临床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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