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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对烧伤患者恢复期情绪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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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心理干预法对烧伤患者恢复期焦虑抑郁情绪及睡眠的干预疗效。方法：选取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0 月我院收治的 86 例
烧伤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常规对照组（43 例）和心理干预组（43 例），常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心理干预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联
合心理干预措施，比较不同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情绪和睡眠的治疗效果。结果：干预前后，心理干预组和常规对照组焦虑（SAS）自评量
表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干预组焦虑及抑郁评分降低明显，提示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更显著；心
理干预组和常规对照组患者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PSQI)评分在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心理干预组 PSQI 总分降低更显著，
提示睡眠质量改善更明显。结论：心理干预在烧伤患者恢复期中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焦虑及抑郁情绪以及提高睡眠治疗，有利于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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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0 月-2019 年 10 月于我院治疗的 86 例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均已进行瘢痕整形手术；②年龄
≥18 岁者；③具备一定的读写听理解能力者；④自愿参与本研究者。
排除标准：①严重心、肝、肾等功能疾病患者；②合并精神疾病、
认知功能障碍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常规对照组（43 例）和
心理干预组（43 例）。其中，男 56 例，女 30 例，年龄 19-60 岁，
平均（37.6±5.5）岁。两组性别、年龄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常规对照组患者采取普通常规护理，包括术后健康宣教，
按医嘱按时给予用药及定时换药等护理。 

1.2.2 心理干预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支持性心理干预。
心理干预方法包括：①成立心理干预小组：护理人员 3 人，心理咨
询医师 1 名，主管医生 1 名；②干预措施：主管医生每天与患者沟
通病情，让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有一定的认知；心理咨询师每 2 天与
患者交流，了解患者担心的问题，并给予心理疏导，增加患者治疗
的信心，减轻压力；护理人员每天微笑及热情服务，倾听和鼓励患
者；③术后第一日及术后 1 周时由心理干预小组成员采用量表对患
者进行情绪（焦虑抑郁状态）及睡眠质量进行评估。  

1.2.3 研究工具 
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患者治

疗前后的心理状态。SDS 和 SAS 均包括 20 个项目，评分为 4 级
评分，将 20 个项目的评分相加得到粗评分，标准分为粗分 x1.25
取整数部分，SAS 分界值为 50 分，轻度焦虑指评分为（50-59 分），
中度焦虑指评分为（60-69）分，重度焦虑指评分 >70 分;SDS 分
界值为 53 分，轻度抑郁指评分为（53-62）分，中度抑郁指评分
为（63-72）分，重度抑郁指评分 >72 分。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PSQI)评估主观睡眠质量, 7 项
成分: 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
眠药物、日间功能。PSQI 总分范围在 0 -21 分。PSQ I 总分＞7 , 代
表存在睡眠紊乱,得分愈高表示睡眠质量愈差。 
1.3 统计学处理 

将数据输入到 SPSS20.0 中分析，用( `x±s )表示平均值，组间
用 t 检验，P＜0.05，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心理干预前后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 SAS、SDS 评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 SAS、SDS 得分均降低，且心理干预组
的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状态评分比较（`x±s，分) 
SAS  SDS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心理干预组 43 61.48±3.14 48.44±2.53  63.09±3.52 53.44±2.33 
常规对照组 43 62.08±3.08 57.67±3.02  63.15±3.48 60.44±3.16 

t 值  0.427 6.351  0.813 7.125 
P 值  1.034 0.002  2.335 0.001 

2.2 两组患者心理干预前后睡眠质量的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PSQI)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患者得分均显著降低，且心理
干预组显著低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匹兹堡睡眠质量评分比较（`x±s，分) 

PSQI 总分 组别 n 
干预前 干预后 

t 值 P 值 

心理干预
组 

43 12.17±2.14 9.44±2.03 3.021 0.032 

常规对照
组 

43 11.65±2.08 10.60±2.32 5.632 0.043 

t 值  2.157 4.535 - - 

P 值  1.325 0.039 - - 
3 讨论 

恢复期烧伤患者因遭受烧伤应激创伤，其心理状态受疾病严重
性、烧伤部位、身体功能、经济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往往会出现焦
虑、抑郁等消极情绪，进而使患者出现睡眠障碍,免疫力下降，最终
影响患者的康复及预后。因此，对恢复期患者的情绪障碍及睡眠障
碍开展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本研究中，通过心理干预，恢复期烧伤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对
照组明显下降（p＜0.05），与国内其他类似研究结果一致。可见使
用心理干预措施，可以改善患者的负面情绪，针对性的心理疏导，

提升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及接受度，从而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可以
加速患者的康复，改善疾病的预后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国内研究
者也有通过放松疗法、社会支持疗法、认知干预等治疗措施干预重
度烧伤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结果均显示烧伤患者的焦虑、抑郁水
平较对照组明显下降。 

在烧伤患者恢复期的治疗和预后中，睡眠起到重要的作用，由
于睡眠调节人体内分泌系统。本研究也对烧伤患者恢复期的睡眠质
量进行了评估。通过心理疏导对 43 例烧伤恢复期患者进行干预治
疗，结果显示心理干预组 PSQI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
义，说明心理干预可以改善烧伤患者主观睡眠质量。有研究表明严
重烧伤患者的睡眠质量与心理因素有关，故心理疏导可以明显改善
睡眠质量。 

综上所述，心理干预治疗对烧伤患者恢复期的焦虑抑郁情绪及
睡眠质量的应用效果显著，提高了康复速度，从而可以提高患者救
治的成功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综上所述，心理干预值得烧伤患
者康复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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