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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模拟教学在青年医师危重烧伤急救技能培训中的效果探讨

刘婧妮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江苏淮安　223001

摘　要：目的：分析情景模拟教学在青年医师危重烧伤急救技能培训中的效果。方法：于我院烧伤整形科青年医师中选取

20 名，随机分组，对照组 10 名 + 常规教学，观察组 10 名 + 情境模拟教学，对比组间教学效果。结果：培训后，观察组考

核成绩、学习效果均较对照组更佳（P<0.05）。结论：危重烧伤急救技能培训期间行情景模拟利于青年医师了解、掌握理

论知识，经角色扮演强化实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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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危重烧伤患者期间，患者常见危急情况，如心脏、

呼吸骤停等，一旦该类情况发生，心肺复苏（CRP）应即刻

展开开始急救处理 [1]。CRP 及时性、有效性为抢救成功率提

高，死亡率降低最关键手段。青年医师在烧伤整形科属主体

力量，其负责危重烧伤者抢救，然因就职时间较短，接触危

重患者不多，减少参与急救，导致抢救期间操作欠缺规范性，

病症突发症状不知如何应对 [2]。对此，专业医师接受专科培

训，结合患者病情突发具体情况，拟定教学策略，确保其针

对性，便于青年医师了解、学习、掌握基本技能，提高急救

技巧，减少死亡，意义尤为深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于 我 院（2023 年 1 月 ~2024 年 1 月） 烧 伤 整 形 科 青

年 医 师 中 选 取 20 名， 随 机 分 组， 对 照 组 10 名， 男： 女

=8:2，年龄 24~36 岁（26.9±2.1）岁；观察组 10 名，男：

女 =7:3，年龄 24~35 岁（25.9±2.3）岁，组间一般资料分

析（P>0.05）。

1.2 方法

培训时，20 名医师均行教学常规模式，明确烧伤危重

多发常见急症、对应处理手段。

教学多媒体模式：课程讲解时由烧伤重症科医师（副

高级以上）完成，详细讲解烧伤危重患者各类突发状况，将

发生原因、治疗手段、流程等详细告知青年医师。复苏后可

见诸多问题，①休克（低容量性）：大量血浆液渗出，渗入

组织间隙，进入创面，有效循环受到影响，血容量降低，减

少尿量，加快心率。②酸中毒：二氧化碳潴留、堆积酸性代

谢物，致酸中毒（代谢性、呼吸性）。③缺氧：活性物质在

血管量增多明显，活动物质在肺表面活性降低，影响肺循环，

使之出现障碍，致肺不张，容量过多致肺水肿。④电解质紊

乱、肾功能不全：受缺氧影响，线粒体可见障碍，糖酵解效

率受到影响，ATP 减少，作用于细胞膜，钠泵功能降低，高

钾血症产生。⑤心律失常：因缺血心机出现休克，呈心源性，

影响心肌，使之出现收缩乏力，影响灌注，机体产生微循环

障碍，引发房颤等症。⑥脑水肿：因心脏停博，大脑调节功

能受损，脑血流改变，可见盗血现象。CPR 操作、概念等

讲解时可借助多媒体形式，急救用药明确，含剂量、方案，

对 2015 年相关指南展开研究，对比分析和讲解 2021 年不同

之处：（1）查看患者呼吸、意识等指标。（2）以按压深度

为依据，由≥ 5 cm 更变为 5~6cm，儿童若处于年龄小于 1

岁的婴幼儿至青春期间，按压深度为胸部前后径 1/3 位，为

婴儿约 4cm 处，儿童 5cm 处，以成人深度对青少年实施按压，

即 5~6cm。（3）逐步向 100/120 次 / 分提高按压频率。（4）

力度适中，不可过猛，以免骨折，保证按压后可完全性回弹。

（5）以人工呼吸、按压形式处理心跳骤停，不论原因。（6）

若 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可获得，应将 AED 提早提供给

心脏骤停患者，AED 获得若不及时，CPR 应先开始，设备

提供后，除颤处理尽快。

与教学上述模式上，观察组行情境模拟教学，教授充

分结合实践内容，情境模式设置，确保其合理性，分组后开

始情境中角色模拟，实操展开时借助仿真模型人，明确演练

情境中的问题，问题及时提出，积极解决，练习可多次重复，

直至理论知识理解、掌握，强化实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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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

（1）考核成绩：以自拟试卷考核，百分制，含理论、

实践两个科目 [3]。（2）学习效果：以自制问卷调查，含问

题解决、应急处理等能力 [4]。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6.0 处理， P<0.05 为差异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考核成绩

培训后，组间考核成绩分析（P<0.05），见表 1。

表 1  考核成绩（`x±s，分）

组别 例数
理论考核  实践考核  

培训前 培训后  培训前 培训后  

对照组  10 66.64±8.66 71.36±7.91 16.01±3.21 19.45±2.55

观察组 10 65.94±8.58  81.83±8.44 15.97±3.23 22.77±2.41 

t 0.114 6.988 0.611 6.444

P >0.05 <0.05 >0.05 <0.05

2.2 学习效果

组间学习的效果对比（P<0.05），见表 2.

表 1  学习效果分析（x±s，分）

组别 例数 解决问题能力 应急处理能力 学习兴趣 学习积极性

对照组 10 78.53±8.57 78.43±4.47 75.53±5.37 70.44±4.97

观察组 10 89.43±8.37 89.53±5.39 89.43±6.99 80.63±6.86

t 4.710 6.399 6.171 4.350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由于烧伤面积较大，全身感染严重，加之较深得烧伤程

度等原因左右，烧伤危重患者救治难度较大，严重并发症极

易产生，甚至呼吸心跳骤停，危及生命 [5]。即便抢救复苏成功，

因呼吸心跳停止，组织可见严重缺氧等，诸多问题产生，如

脑水肿等。结合教学大纲，青年医师作为与患者最初接触的

人员，应立即判断病情改变原因，并组织即刻抢救，合理分

配抢救人员，如准备药品、设备等，以抢救流程为依据有效

抢救、有序处置，赢得后续治疗时间 [6]。然针对青年医师来讲，

迈入工作岗位时间较短，抢救最初参与时因技术不熟练、紧

张等原因，未获得良好复苏效果，所致后果无可挽回。医院

在青年医师培养中虽有权诊疗患者，但抢救操作结构较为严

重，无二次补救机会。所以，培训期间，应借助情境模拟或

案例模拟等手段强化青年医师熟悉、掌握抢救技能、流程 [7]。

本文将情境模拟教学给予观察组，培训后，观察组考

核成绩、学习效果均较对照组更优，即情境模拟教学效果确

切。情境模拟教学授课时借助视频图片等手段，便于受训者

形象、直观掌握 CRP 内容，以仿真模型人开始实践操作，

以此增加受训者兴趣，调整学习时间时可与自身情况结合，

练习可为阶段性，练习期间可出错，经积极与教师互动、沟

通，察觉工作的不规范性、操作错误性，有效纠正，强化练

习，熟练规范掌握为止 [8]。整套技能可多次重复练习，无需

考虑操作时间，也不需计算操作次数，亦可规避因错误操作

引发不良后果，医疗纠纷减少。以情境模拟形式练习知识点，

借助仿真模拟人开展教学针对性训练，利于建议、培养诊疗

中整体思路，利于抢救操作质量、效果提高 [9]。

汇总可见，将情景模拟教学用于培训危重烧伤急救技

能，所获效用显著，青年医师可迅速掌握相关技能，提升能

力，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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