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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护理干预对小儿烧伤创面愈合的影响效果分析

苗 洁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 山西太原 030009

摘 要：目的：探究综合性护理干预对小儿烧伤创面愈合的影响效果。方法：抽取我院 2022年 1月-2022年 12月抽取的 80

例烧伤患儿，根据护理方式不同分为对照组（n=40）与观察组（n=40），对 40例对照组患儿实行常规烧伤护理干预，对 40

例观察组患儿实行综合性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儿的创面愈合时间、住院天数、抵抗、烦躁、睡眠障碍发生率、患儿家长满

意度。结果：观察组患儿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为（13.53±3.25）、（15.56±4.92），对照组为（19.85±3.12）、（24.67±4.51），

两组数据相比差别较大，观察组明显更优（p＜0.05）。观察组患儿护理抵抗、烦躁、睡眠障碍、食欲不振发生率为 3（7.50%），

对照组患儿为 9（22.50%），两组数据相比差别较大，观察组明显更优（p＜0.05）。结论：对于烧伤患儿来说，实行综合护

理干预，有助于提升患儿护理依从性，促进患儿创面愈合，缩短住院时间，降低感染风险。还可以消除患儿家长的不良情绪，

提高患儿家长护理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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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wound healing of children with

b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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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ediatric burn wound healing.Method: Eighty

children with burn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December 2022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40) and
observation group (n=40)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40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burn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40 childre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Wound healing time,
hospital stay, resistance, irritability, incidence of sleep disorders, and parents'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wound healing time and hospital sta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13.53±3.25) and (15.56±4.92), while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19.85±3.12) and (24.67±4.51). Th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resistance, irritability, sleep disorder and loss of appetite was 3 (7.50%)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9 (22.5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p < 0.05). Conclusion: For children with burns,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s
helpful to improve nursing compliance, promote wound healing, shorten hospital stay and reduce the risk of infection. It can also
eliminate the bad mood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hildren,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children, and
has a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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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烧伤作为儿童中比较常见的意外伤害，从相关研究结果

了解到，烧伤总发生率为 3%，其中小儿烧伤占比大约为

60%-65%。由于小儿身体器官发育不成熟，免疫系统存在抵

抗力较弱的情况[1-2]。患儿年纪较小，治疗与护理配合度较

差，对于烧伤的惊吓、治疗的疼痛更需要得到照顾与护理。

而一般的烧伤情况都比较严重，护理难度较高。如果护理不

到位，就会导致烧伤患儿出现病情恶化的情况，导致并发症

率提高。而对患儿实行综合性护理干预，能有效预防创面感

染的情况发生，还能缩短住院时间，改善患儿的病症[3-4]。

本次研究对 40例对照组患儿实行常规烧伤护理干预，对 40

例观察组患儿实行综合性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儿的创面愈

合时间、住院天数、抵抗、烦躁、睡眠障碍发生率、患儿家

长满意度，现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抽取我院 2022年 1月-2022年 12月抽取的 80例烧伤患

儿，根据护理方式不同分为对照组（n=40）与观察组（n=40）。

对照组男女患儿数量比值是 22：18，年龄 9个月-10岁，均

龄值（5.68±1.31）岁。观察组男女患儿数量比值是 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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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9个月-10岁，均龄值（5.42±1.59）岁。两组基础数据

对比无显著区别，可分组对照研究（p＞0.05）。

2.方法

对对照组患儿实行常规护理，保证呼吸道通畅。还要建

立静脉通道，遵医嘱使用静脉滴注药物，还需要观察患儿的

滴速、生命体征。护理人员要及时清除患儿创面疱液、引流

分泌物，实行体位干预。在进行吸痰护理的同时，提供科学

化饮食指导。对观察组患儿实行综合护理干预，主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①患儿心理护理：烧伤带来的恐惧、创面换

药的疼痛感，都会使得患儿身心紧张，出现抵抗治疗、哭闹、

不配合、睡眠障碍。护理人员需要与患儿形成良好护患关系，

并且耐心与患儿进行沟通，鼓励幼儿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以儿童能懂得语言沟通。另外，增强护理技巧培训，掌握护

理技巧，轻柔、迅速的完成护理工作，减轻患儿的痛苦。②

创面干预护理：小儿的痛苦承受能力比较低，所以换药的时

候更要关注患儿真实的疼痛感受。可以让家长配合讲故事、

拿玩具、做表情、奖励等形式，针对年龄、病症不同的患儿

进行创面干预。在实际换药的时候，保证创面清洁到位，使

用抗菌药物治疗。③预防感染：患儿、家属都要形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保证室内温度、湿度合适，还需要定期对病房进

行消毒，尽可能减少人员流动，不串病房、限制探望患儿的

次数，有效避免交叉感染情况发生。④指导患儿参与适当功

能锻炼：患儿处于平卧位，练习颈部、胸部、腹部，重复收

缩、舒张动作。每次练习时间不能超过 25分钟，每天坚持

早晚各一次。⑤出院指导：护理人员要告知患儿家属创面清

洁的方法，还要为患儿建档。出院后进行微信、电话随访，

如果有特殊情况则要及时到医院接受治疗。

3.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儿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对比两组患儿

护理过程中出现抵抗、烦躁、睡眠障碍、食欲不振等情况的

发生率[5]。邀请患儿家属根据个人体验评价护理服务满意度，

从护理技巧、病房环境、护患沟通等方面进行入手，评分

0-100分，≥90分为完全满意，60-89分为基本满意，＜60

分为不满意（满意率=完全满意率+基本满意率）。

4.统计学分析

SPSS 20.0统计数据，计量资料 t计算，计数资料 x2计

算，p＜0.05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对比两组患儿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

观察组患儿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为（13.53±3.25）、

（15.56±4.92），对照组为（19.85±3.12）、（24.67±4.51），

两组数据相比差别较大，观察组明显更优（p＜0.05）。详见

表 1。

表 1对照组与观察组患儿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比较

（d， x±s）

组别 例数
创面愈合时

间
住院时间

观察组 40 13.53±3.25 15.56±4.92

对照组 40 19.85±3.12 24.67±4.51

t值 —— 10.364 11.058

P值 —— ＜0.05 ＜0.05

2.对比两组患儿护理抵抗、烦躁、睡眠障碍、食欲不振

发生率

观察组患儿护理抵抗、烦躁、睡眠障碍、食欲不振发生

率为 3（7.50%），对照组患儿为 9（22.50%），两组数据相

比差别较大，观察组明显更优（p＜0.05）。详见表 2。

表 2对照组与观察组患儿护理抵抗、烦躁、睡眠障碍、

食欲不振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抵抗 烦躁
食欲不

振

总发生

率（n,%）

观察组 40 2（5.00） 1（2.50） 0（0.00） 3（7.50）

对照组 40 4（10.00） 3（7.50） 2（5.00） 9（22.50）

X2值 —— —— —— —— 10.368

P值 —— —— —— —— ＜0.05

3.对比两组患儿家长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患儿家长护理满意率为 39（97.50%），对照组患

儿家长护理满意率为 29（72.50%），两组数据相比差别较大，

观察组明显更优（p＜0.05）。详见表 3。

表 3对照组与观察组患儿家长护理满意率比较

组别
完全满意

（n,%）

基本满意

（n,%）

不满意

（n,%）

患者满意

度（n,%）

观察组

（n=40） 26（65.00） 13（32.50） 1（2.50） 39（97.50）

对照组

（n=40） 20（50.00） 9（22.50） 11（27.50） 29（72.50）

X²值 —— —— —— 8.467
P值 —— —— —— 0.000
三、讨论

小儿烧伤主要就是儿童受到化学物质、电能、热力等损

伤导致的皮肤、黏膜组织损害，也是导致小儿意外死亡的常

见因素。小儿具有皮下脂肪较少、皮肤嫩的特点，被热源烫

伤、烧伤以后，致残率相对较高，可能会对小儿后续发育产

生直接的影响[6]。所以，患儿烧伤以后是否可以痊愈，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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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工作十分重要。烧伤可能给患儿带来心理、生理上的负

担，不仅感觉对患儿自责，还要接受其他家属的职责，产生

抑郁、痛苦、焦虑的情绪。再加上不了解护理知识，无法良

好的照顾幼儿。所以，护理人员需要关注家长的心理变化，

实行情感教育与心理引导，提升护理技能水平，与家长配合

完成护理工作，有助于促进患儿康复。小儿疼痛接受能力不

如成年人，创面换药的疼痛、不适会影响其护理依从性，所

以护理人员需要安抚患儿，实行创面干预，避免发生感染现

象，不断优化创面换药的过程，尽早介入护理，使得患儿各

项功能逐渐恢复[7-8]。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创面

愈合时间、住院时间为（13.53±3.25）、（15.56±4.92），对

照组为（19.85±3.12）、（24.67±4.51），两组数据相比差别

较大，观察组明显更优（p＜0.05）。观察组患儿护理抵抗、

烦躁、睡眠障碍、食欲不振发生率为 3（7.50%），对照组患

儿为 9（22.50%），两组数据相比差别较大，观察组明显更

优（p＜0.05）。

综上内容，对于烧伤患儿来说，实行综合护理干预，有

助于提升患儿护理依从性，促进患儿创面愈合，缩短住院时

间，降低感染风险。还可以消除患儿家长的不良情绪，提高

患儿家长护理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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