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园地 

206 

医学研究

在烧伤护理中加强健康宣教对缓解不良情绪，提升满意度的

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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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立医院北区十七病区  215008） 

摘要：目的：分析在烧伤患者护理期间采用加强健康宣教的临床效果。方法：在2020年3月~2022年3月期间选取80例烧伤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常

规护理，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加强健康宣教，对比患者护理效果。结果：研究组护理后的护理知识掌握水平更高；研究组护理后的不良情绪评

分更低；研究组护理依从性更高；研究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更高，差异有统计价值（P<0.05）。结论：在烧伤患者护理

期间，加强健康宣教可以帮助患者缓解不良情绪，有利于促进患者护理满意度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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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意外损伤问题之一，烧伤对于患者健康

的影响相对较大。总的来看，导致烧伤的因素相对较为复杂，其中，

工作中的操作失误与火灾往往是诱发该病的重点问题[1]。从健康的角

度来看，作为人体的重要屏障，皮肤可以有效实现对于人体的合理

保护，其有利于帮助人们实现对于外界病菌的充分隔绝，对于人们

健康的保障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对于烧伤患者而言，在烧伤后，

其皮肤相关部位可出现相应的皮损，从而造成了皮肤屏障功能的损

害，其往往会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不良影响[2]。部分研究资料显示由

于受到烧伤问题的影响，患者皮下组织与皮肤黏膜可出现不同程度

的损伤，进而造成大量体液的外渗。在此期间，患者极易受到细菌

侵袭而诱发感染，继而造成一系列后续健康问题，对于患者健康极

为不利[3]。从护理工作的角度分析，为了促进患者护理质量的合理优

化，医护工作者已经在护理期间进一步关注到患者的不良情绪并对

其进行合理疏导，以便确保患者护理服务综合质量的显著提升。本

文针对在烧伤患者护理期间采用加强健康宣教的临床效果进行了分

析，现整理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0 年 3 月~2022 年 3 月期间选取 80 例烧伤患者分为两组，

对照组男 25 例，女 15 例；年龄 20~65 岁，平均（43.15±2.25）岁；

研究组男 27 例，女 13 例；年龄 21~68 岁，平均（43.08±2.31）岁；

所有研究对象及其家属均对和本次研究内容知情同意。差异无统计

价值（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护理，主要内容如下：①遵医嘱进行定

期换药并观察患者受伤部位皮肤的恢复情况。在敷料更换期间应确

保动作轻柔，同时合理调节敷料的松紧度，避免对患者造成痛苦。

②在护理期间对患者生命体征进行监测与记录并有效完善患者档

案，以便为后续诊疗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与参考。③及时对患者就

烧伤康复期间的注意事项进行告知。④定期巡视病房并进行通风消

毒工作，为患者营造一个舒适的康复氛围。⑤及时解答患者及其家

属在康复护理期间提出的相关疑问。 

1.2.2 研究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加强健康宣教，主要内容如

下：①开展多样化的护理知识科普：医护人员应在护理期间结合患

者临床症状有效选取适当的机会对于烧伤的相关知识进行科普与说

明[4]。在此期间，医护人员可以通过发放健康知识手册、组织患者观

看烧伤知识科普视频以及引导患者进行互换交流会等多种形式帮助

患者充分了解商商知识及康复期间的护理要点，以便确保患者正确

掌握相应的护理技巧并提升其康复信心。与此同时，医护人员还应

对患者康复期间的生活与饮食等知识进行系统的讲述与告知，从而

帮助患者合理实现对于生活习惯的有效调整。②做好患者不良情绪

引导：医护人员应在护理期间结合积极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对患者进

行心理疏导，帮助患者实现对于不良情绪的充分缓解。在此期间，

其应结合烧伤患者的康复案例对患者进行护理和健康知识的宣教，

从而帮助患者正确了解烧伤后的康复要点并帮助患者进一步提升自

护能力[5]。在此期间，医护人员应确保言语的柔和并在交流期间直视

患者目光，以便使患者感受到来自医护人员的关注和爱护，继而推

动患者父亲情绪的及时疏导，确保其可以配合医护人员积极遵循相

应的康复要点接受护理工作。实践证明，通过及时对患者进行健康

宣教，有助于促进其负性情绪的改善，对于患者康复信心的全面梳

理至关重要[6]。③做好患者出院前的指导工作：在患者出院前，医护

人员应对患者预后自我护理要点和生活要点进行有效告知，从而帮

助患者在出院后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继而促进烧伤

部位康复速度的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医护人员应与患者交换联

系方式并将患者拉入到医院的护患沟通群中，以便通过微信推文的

方式定期就相应的健康知识向患者进行发送，帮助患者在预后进一

步结合相关推文有效实现对于烧伤护理知识的系统学习。 

1.3 观察标准 

1.3.1 患者护理知识掌握水平  采用问卷评估，得分越高表示患

者自护能力越好。 

1.3.2 患者不良情绪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与抑郁自评量

表（SDS）评估，得分越高表示不良情绪越明显。 

1.3.3 患者护理依从性  依据患者表现分为依从、基本依从以及

不依从。 

1.3.4 患者生活质量  采用问卷评估，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

好。 

1.3.5 患者护理满意度  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以及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选取 SPSS20.0 处理数据，以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价值。 

2 结果 

2.1 患者护理知识掌握水平对比 

研究组护理后的护理知识掌握水平更高，差异有统计价值

（P<0.05）。见表 1。 

表 1  患者护理知识掌握水平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0 61.01±2.74 91.78±2.17 

对照组 40 61.24±2.64 82.12±2.55 

t - 0.382 18.246 

P - 0.703 0.000 

2.2 患者不良情绪对比 

研究组护理后的不良情绪评分更低，差异有统计价值（P<0.05）。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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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患者不良情绪 

SAS SDS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0 47.12±3.34 20.12±1.38 47.21±3.36 20.21±2.12 

对照组 40 47.08±3.41 26.65±1.42 47.30±3.24 27.15±2.06 

t - 0.053 20.857 0.122 14.849 

P - 0.958 0.000 0.903 0.000 

2.3 患者护理依从性对比 

研究组护理依从性更高，差异有统计价值（P<0.05）。见表 3。 

表 3  患者护理依从性 

组别 n 依从 基本依从 不依从 总依从（%） 

研究组 40 22 16 2 95.00 

对照组 40 11 21 8 80.00 

χ2 - - - - 4.114 

P - - - - 0.043 

2.4 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研究组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更高，差异有统计价值（P<0.05）。

见表 4。 

表 4  患者生活质量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40 66.22±2.55 92.74±2.08 

对照组 40 66.31±2.60 83.64±2.14 

t - 0.156 19.285 

P - 0.876 0.000 

2.5 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更高，差异有统计价值（P<0.05）。见表 5。 

表 5  患者护理满意度 

组别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研究组 40 22 16 2 95.00 

对照组 40 11 21 8 80.00 

χ2 - - - - 4.114 

P - - - - 0.043 

3 讨论 

对于患者而言，在高温的烧灼下，患者皮肤往往会受到相应的

损伤，继而对其生活质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对于烧伤患者而言，

其被烧伤的部位往往会出现较为明显的疼痛，从而对患者身心造成

了极大影响[7]。另一方面，烧伤往往会对患者外形造成一定损害，基

于此，部分患者在预后生活中容易滋生自卑与焦虑等心理状态，其

对患者健康行为不当。从健康的角度分析，深度烧伤可对患者皮肤

组织造成极大的损害，从而增加了细菌和病毒经烧伤创面侵入人体

的可能性，若不能及时进行科学干预，则容易在患者预后诱发感染

问题，进而对患者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在临床过程中，国际医疗

领域依据患者损伤深度将其分为一度烧伤、浅二度烧伤、深二度烧

伤以及三度烧伤等 4 个等级[8]。随着烧伤深度的不断提升，患者身心

受到的影响可随之加重。在康复阶段，医护工作者应及时对烧伤患

者护理工作加以关注并积极做好对于患者的充分引导，以期推动患

者康复效果的持续优化与合理改进。面对这一问题，大量研究资料

指出，长期以来，基于常规护理模式下，医护人员在护理过程中往

往过于关注患者病情的改善情况，而忽略了在护理期间对于烧伤的

健康知识进行宣教与普及[9]。基于此，由于多数患者未经历过系统的

健康知识学习，其对于烧伤后康复阶段的护理要点缺乏足够认识，

其不利于患者积极配合医护人员开展护理工作，同时弱化了患者在

自我护理问题上的能力与水平。针对这一问题，大量研究资料显示，

为了促进患者护理水平的充分优化，医护人员应在护理期间积极展

开加强健康宣教活动[10]。通过相关工作的全面开展，医护工作者可

以帮助患者进一步实现对于烧伤知识的充分了解并客观地看待自身

病情，有助于促进患者紧张情绪的合理缓解。与此同时，在加强健

康宣教工作的引导下，医护人员可以帮助患者进一步实现对于紧张

情绪的充分缓解，有利于促进患者康复信心的全面构建与完善。基

于此，患者可以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对日常护理工作进行充分执行，

为患者烧伤部位愈合速度的提升与感染等并发症问题的预防提供了

助力与保障。另一方面，在护理工作开展期间，通过对康复要点及

饮食注意事项进行有效告知，有利于帮助患者合理实现对于身体所需

营养物质的充分补充，其为患者创面愈合提供了强力的保障。在此期

间，部分研究指出，在烧伤后，血管内渗出的大量液体会进入到人体

组织中，从而诱发肿胀问题。基于此，在护理工作开展期间，医护人

员应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对于其发生机制进行有效的说明与耐心的

讲解，从而帮助患者实现对于紧张情绪的消除。从患者的角度来看，

通过加强健康宣教活动的合理开展，患者可以在接受护理服务的同时

有效结合医护人员的讲述，对自身的健康情况实现一个较为清晰的认

识，其可以帮助患者有效摆脱烧伤所带来的心理阴影，对患者更好的

找回自信并拥抱生活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这一护理模式下，

医护人员可以更好地实现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其有利于促进医护

患之间隔阂的消除，对于良好护患关系的建立与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通过积极开展加强健康宣教患者护理知识掌握

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且其不良情绪评分明显降低。在护理工作开展期

间，接受加强健康宣教的患者对于护理服务的依从性更高，且其护理后

的生活质量评分与护理满意度等指标均优于常规护理组。由此可见，加

强健康宣教工作对于烧伤患者护理服务水平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 

综上，为了提升烧伤患者护理质量，医护人员应在护理期间积

极开展加强健康宣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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