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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儿童的健康教育护理措施研究 

刘宇萌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北京　100144

摘　要：目的：评价对烧伤儿童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烧伤儿童患者 100 例，分为两组，对

照组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进行健康教育护理，对比组间患者的生活质量、心理状态和健康教育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

的生活质量、心理状态和健康教育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通过对烧伤儿童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护理，能

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治疗依从性。

关键词：烧伤儿童；健康教育护理；生活质量；健康教育效果

烧伤儿童健康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它涉及到

烧伤儿童和家庭的生活、学习、就业等多方面问题，具有极

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烧伤是一种灾难性的伤害，通常是因

为一定数量的热量作用于人体，使其组织发生灼伤、坏死等

情况，从而导致人体的生理和心理功能障碍。在生活中，火

源是最常见的燃烧源，例如火灾、家用燃气、汽车燃油等都

可能引发烧伤事故。同时烟雾、热射线等也是造成烧伤伤害

的因素 [2]。烧伤儿童由于年龄、身体特点，以及经历了烧伤

经历等多种因素，需要更加细致周到的护理和关注。烧伤儿

童身体疼痛难忍，需要进行伤口处理和皮肤修复，对药物和

治疗方式较为敏感，需要严密的观察和护理。同时，烧伤儿

童在心理上也需要特殊的关注和疏导，如对于精神创伤、自

信心丧失、过度焦虑等方面的处理 [3]。此外，烧伤儿童也可

能面临家庭成员的漠视或社会的歧视和不容忍，因此需要避

免借此扩大伤害。本文通过对烧伤儿童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护

理，旨在探究其对患者生活质量及心理状态的影响，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4 月到 2023 年 4 月烧伤儿童患者 100 例，

分为两组，对照组患者 50 例，平均年龄（6.42±3.37）岁，

观察组患者 50 例，平均年龄（6.52±3.47）岁。

纳入标准：年龄在 0-12 岁的儿童；有烧伤史，包括化

学、火灾或烫伤；烧伤面积占总身体表面积的百分比超过

10%。

排除标准：具有其他重大的、系统性疾病，如危重的

心血管病、传染性疾病等；曾经接受过与烧伤相关的手术治

疗；烧伤后病情稳定或者无严重烧伤症状，例如局部红肿、

疼痛等症状较轻的儿童。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护理，观察组进行健康教育护理，具

体内容为：烧伤儿童在烧伤后提高了感染的风险，因此，预

防感染是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护理人员需要详细了解儿童

的伤情和病史，根据伤情的大小和程度，使用专业、安全的

护理用品，对其伤口进行及时清洁、消毒和更换敷料等操作。

同时，制定针对性的饮食计划，避免对伤口造成过多压力，

促进伤口愈合。烧伤儿童在病情控制的同时，也需要专业的

皮肤康复护理。护理人员可以通过使用润肤剂、按摩等方法，

来愈合伤口空旷的部位，避免之后造成毒瘤的问题。同时，

介绍阳光、空气等自然环境和与绿色有关的治疗方法，提升

皮肤的抵抗力和康复能力。在对烧伤儿童进行健康教育的过

程中，家长也是重要的受众和参与者。护理人员可以详细向

家长介绍当前儿童的伤情和治疗情况，教育他们如何进行伤

口护理和康复护理，适时了解烧伤儿童的情绪变化，利用

游戏、心理支持等方式，有效缓解儿童和家长的心理压力。

烧伤儿童往往需要多学科的综合治疗，包括药物治疗、营养

支持、康复治疗、物理治疗和运动疗法等多种方式。护理人

员要注重对各种治疗方式的介绍和指导，制定个性化的综合

治疗方案，确保治疗方案的实施和效果，并及时调整治疗计

划以及评估治疗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烧伤儿童康复的不

断推进，儿童逐渐进入社会生活和学习。在出现社会适应问

题和外出就医的情况下，护理人员也需要给出合适的社区健



国际护理医学 :2024 年 6 卷 2 期
ISSN: 2661-4812（O） 2705-103X（P）

    52

康教育和外出护理指导，并根据不同程度的儿童情况，及时

安排康复工作的计划。护理人员首先需要掌握烧伤的基本知

识。这包括了解烧伤的分类、症状和严重程度等方面。只有

了解了这些基本知识，才能更好地开展后续的护理工作。告

诉烧伤儿童学习如何保护自己的皮肤，学习如何保护皮肤可

以帮助烧伤儿童避免进一步的皮肤受损。护理人员需要向烧

伤儿童详细介绍日常如何保护皮肤，例如：避免阳光直射，

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在必要时要涂抹防晒霜等。提供烧

伤后的伤口护理方法 烧伤儿童的伤口护理方法非常重要，

这可能是治愈伤口、避免感染的唯一途径。护理人员需要向

烧伤儿童详细介绍如何清理伤口，包扎伤口以及更换敷料。

同时，护理人员还需要告诉烧伤儿童如何正确地使用药膏和

药物，以最大限度地促进伤口的良性愈合。

1.3 研究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心理状态和健康教育效果。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结果由 SPSS26.0 统计学软件统计完成，若组间

数据对比结果差异显著 P<0.05，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的健康教育效果

观察组患者的健康教育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见

表 1。

表 1  对比组间患者的健康教育效果 [（x±s）/ 分 ]

组别 例
数 疾病知晓 合理用药 生活知识知

晓 不良反应知晓

对照组 50 65.36±2.69 64.95±2.85 70.81±5.17 68.93±4.64

观察组 50 86.91±2.94 85.90±2.64 90.64±5.62 89.61±4.59

t - 58.322 39.260 18.905 23.067

P - <0.05 <0.05 <0.05 <0.05

2.2 对比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观察组生活质量的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表 2  对比组间生活质量评分 [（x±s）/ 分 ]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躯体疼痛 精神健康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对照组 50 53.69±
2.36

54.96±
2.14

58.64±
5.98

79.25±
1.84

74.36±
2.36

观察组 50 62.55±
2.47

63.97±
2.25

68.84±
5.06

85.94±
1.48

82.67±
2.51

t - 28.240 30.651 10.834 17.693 20.888

P - <0.05 <0.05 <0.05 <0.05 <0.05

2.3 对比两组心理状态评分

观察组患者的心理状态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见

表 3。

表 3  比较两组心理状态评分 [（x±s）/ 分 ]

组别 例数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50 55.74±2.84 48.37±2.76 59.36±5.47 49.39±2.47

观察组 50 56.41±2.38 42.18±2.91 58.43±5.69 41.48±2.73

t - -1.491 12.727 0.972 17.717

P - >0.05 <0.05 >0.05 <0.05

3. 小结

烧伤儿童在面对疼痛、伤口处理和治疗过程中，很容

易产生紧张不安、害怕、愤怒等负面情绪，给健康和治疗带

来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于烧伤儿童，心理健康比身体健康

同样重要 [4]。烧伤儿童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常常心理萎靡、

自卑、自闭，并可能产生消极抵触的情绪反应，导致孤僻、

退缩、不合群等不良心理反应。而这种不良心理反应，长期

影响将妨碍其个性健全发展，同样会对第二次手术造成极大

的影响 [5]。当烧伤儿童遭到严重烧伤，伤口呈现度不一的灼

烧伤，甚至患上高度的烧伤后问题，好好的健康教育就显得

十分必要：首先，烧伤儿童在病情的恢复期会经常面临疼痛

和悲伤等复杂情绪和心理状态，需要根据其年龄、性格及发

展阶段，进行正确有效的心理支持 [6]。其次，要对伤口进行

及时有效的处理，并指导家人、患者进行日常护理和管理，

保障伤口恢复正常 [7]。本文通过对烧伤儿童患者进行健康教

育护理，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心理状态和健

康教育效果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 ＜ 0.05）。

综上，通过对烧伤儿童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护理，能够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患者健康知识知晓情况，促进患

者快速康复，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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