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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面部烧伤患者自我接纳内心变化轨迹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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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颜面部烧伤患者自我接纳的内心变化过程。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通过目的抽样方法对吉林省通化市第二

人民医院就诊的 12 名颜面部烧伤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资料的分析过程采用 Colaizzi 关于现象学资料 7 步分析法。

结果 提炼出４个主题：①遵医行为较好；②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情绪反应，担心病情带来的次影响；③需要专业的督促和

协助帮助自己尽快走出心理阴影；④对健康相关知识需求较大。结论 结合本研究结果，提出提升颜面部烧伤患者自我接纳

干预措施：①提供科学有效的康复技术指导，提高患者自我接纳的信心；②重视患者的不良情绪，进行针对性的干预指导；

③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促进患者遵医行为，提高不良事件防控的信心；④利用多渠道 、多方面的社会力量，满足患者不

同的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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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到，全球每年约有近 18 万人死于各类烧伤 [1]，颜

面部通常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部分，也是极易因火焰、热液、

蒸汽等原因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的高频发生部位 [2-3]，然而

烧伤导致的容貌受损、疤痕增生等，患者不可避免出现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 [4]。相关心理学家指出，当人们面对困境时，

是否能够承认、接受和尊重事情本来的样子，这一过程称作

为“接纳”[5]，颜面部烧伤患者伤一般康复期较长，加之受

疼痛、毁容等因素，短时间内无法实现自我接纳，若是不能

很好完成蜕变，更会加重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的产生，甚

至出现更加严重的后果。见于此，本文以吉林省通化市第二

人民医院就诊的 12 名颜面部烧伤患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

研究方法，探讨烧伤患者自我接纳的内心变化轨迹，旨在促

使颜面部烧伤患者尽快适应社会环境提供干预实证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方法，以信息饱和为标准选取山

东省济南市某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为：①自愿参

加并接受访谈；②年龄大于 18 周岁；③精神、记忆能力正常。

排除标准：①伴有其他严重急慢性疾病、精神疾病以及意识

不清者给予排除；②不愿意参与访谈者；③年龄不满 18 周

岁者。研究样本量以受访者的资料重复出现且资料分析不再

有新的主题呈现为标准。最终纳入 12 名研究对象（基本情

况详见表 1）。

表 1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n=12）

编号 年龄 性别 文化程度 职业 / 角色 烧伤程度
1 20 男 本科在读 学生 Ⅲ°
2 21 男 大专 自由职业 浅Ⅱ°
3 21 女 专科在读 学生 浅Ⅱ°
4 34 女 研究生 公司职员 Ⅲ°
5 36 男 本科 自主创业 深Ⅱ°
6 36 女 高中 居委会工作人员 浅Ⅱ°
7 37 女 研究生 教师 深Ⅱ°
8 42 男 初中 物业保安 浅Ⅱ°
9 44 男 大专 居委会工作人员 Ⅲ°

10 50 男 大专 出租车司机 Ⅲ°
11 65 女 小学 家庭主妇 浅Ⅱ°
12 69 女 本科 社区志愿者 Ⅲ°

注：烧伤分度采用三度四分法，即分为Ⅰ°、浅Ⅱ°、深Ⅱ°、

Ⅲ°。Ⅰ°、浅Ⅱ°烧伤一般称浅度烧伤；深Ⅱ°和Ⅲ°烧

伤则属深度烧伤。

1.2 研究方法

1.2.1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方法。2023 年 1

月 24 日至 12 月 30 日，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提纲如下：

①您能谈谈对烧伤的了解吗？②您对自我接纳了解多少？

③您对治疗、康复期间有什么样的想法？④对于消毒、隔离

技术您了解多少？⑤受伤后您是怎么考虑自己的日常生活

的？⑥如果需要继续治疗，您有什么想法？⑦能否继续自觉

坚持康复吗？⑧您有什么问题或困难需要帮助吗？每例个



医学前沿 : 2024 年 6 卷 6 期
ISSN: 2705-1366(Online); 2737-4300(Print)

23    

案访谈时间为 30~60 分钟，必要时可进行第二次访谈，以

便澄清不明确的信息，以确保访谈资料的准确性。当不再出

现新信息时，则认为资料已经达到饱和，资料收集结束。

1.2.2 质量控制

在研究初期，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后，初步拟定访谈提纲，

并进行小组内讨论修改；严格按照本研究制定的访谈对象的

纳入与排除标准选定研究对象，以期选取有代表性的研究对

象。正式访谈前，访谈者需进行充分的准备；包括自身准备

以及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向研究对象详细说明研究目的、方

法、过程以及保密原则，同时告知他们现场录音的必要性，

保证访谈资料的真实性。访谈结束后，及时整理访谈笔记，

将访谈录音逐字逐句翻录下来，并依次给每位受访者进行编

号归类。

1.2.3 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资料的分析采用 Colaizzi[6-7] 七步分析法。即：仔细

阅读访谈资料；查找出具有重要意义的陈述；对反复出现的

信息进行分类编码；汇总编码后的信息；摘出详细、无遗漏

的描述；辨别出相似的观点，升华出主体观念；再次返回求

证受访者。

1.2.4 伦理关注

本研究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的认可，并按照要求隐去

研究对象的真实姓名，统一采用阿拉伯数字进行编号；访

谈前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中允许研究对象保持沉默或拒

绝回答敏感问题，并通过适当的反馈，了解访谈对研究对

象的影响。

2 结果

经过深入访谈和资料分析后，得出 4 个主题观点。即：

①遵医行为较好；②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情绪反应，担心病

情带来的次影响；③需要专业的督促和协助帮助自己尽快走

出心理阴影；④对健康相关知识需求较大。

2.1 主题 1：遵医行为较好

本研究中受访的 12 名患者均能自觉遵守各项治疗、护

理要求，且家属也能积极配合医护人员督促坚持治疗康复。

他们通过电视、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主动的了解烧伤治疗现

况，认识到自觉遵从医嘱是一种很好的自我保护，对防止病

情变化很重要，并且能够认识到自己不能消极、萎靡不振，

自己痛苦，家人也会更加痛苦。个案 1 说：“我是在外地上学，

本来约好和同学一起打球的，渴望外出，但是现实摆在那里，

要是我能积极治疗，说不定脸上的疤痕会少了，可能别人就

看不出来了”。个案 4 说：“尽量避免与外界过多接触，待

在家中，利大于弊吧，毕竟坚持康复更加重要吧”。

2.2 主题 2：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情绪反应，担心病情

带来的次影响

依据国内外的研究报道，重大灾难后精神障碍疾病的

发病率高达 10~20%[8]。而烧伤多数发生突然、破坏性强、

治疗周期长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情感体

验。受访者虽然都能明白采取接纳自我在当下的重要意义，

但是因为自己都有不同的社会角色，所以陆续出现不同的情

感反应。采访中发现，情感反应的程度与自身原有的生活事

件有密切关系。案例 5 指出：“我是自己开公司，生意勉强吧，

还有贷款，哎 ...... 我现在就是想开门做生意，去不了啊”。

案例 3 说：“我今年要参加专升本，考试日期瑶瑶无期，自

己复习还静不下心来，我要是考不上，就得去找工作，工作

也不好找”。个案 11 说：“我的老母亲去年得个食道癌，

过年了想母亲，想去看看她，陪她说说话”。

2.3 主题 3：需要专业的督促和协助帮助自己尽快走出

心理阴影

烧伤（burn injuries）作为全球常见的损伤之一，有着

较高的病死率及致残率 [9]，烧伤不仅导致局部皮肤组织的损

伤 , 也伴有全身性的表现，这可能与烧伤的复杂病理生理机

制及众多合并症密切相关，特别是严重烧伤得患者，除了机

体的损伤反应变化，还会引起全身性的多器官功能衰竭 [10-11]，

因此治疗、康复过程需要专业得督促与指导。本研究中多数

受访者表示对治疗、护理、康复，先进的整容技术不清楚，

特别关心自己的容貌问题，主要表现在整容治疗方法、药物

或仪器的使用等知识认识模糊。个案 2 说：“电视上说，光

子祛疤可以改善脸上的伤口，但是不知道适合自己吧，啥时

候做是最好时机，所以没事就看电视、看朋友圈，但是希望

能有专业的人给指导指导”。个案 11 说：“我是很爱干净

的人，听说得用酒精对家里进行消毒能预防感染，我怎么用

才对？不太清楚”。个案 12 说：“要是脸上的疤痕去不了 

咋办？得需要多少钱才能治好啊？”

2.4 主题 4：对健康相关知识需求较大

本研究中发现，受访者除了表现出对烧伤后治疗、康

复知识的需求外，多数受访者还明确提出，这次事故过后，

我们还想知道怎么做可以让自己更健康。个案 10 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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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怎么可以预防腰椎间盘突出”。个案 8 说：“我暂时

没有这么多得钱做整容手术，等我出院了，我会坚持值班，

我觉得自己还挺有用的，但是我脸上得疤痕，有什么好办法

可以遮挡一下”。个案 12 说：“我现在家里除了练琴就是

练琴，上午手风琴和电子琴，下午电子琴和钢琴，只有练好

了，才能为大家服好务，练琴也算锻炼吧”。

3 讨论

接纳属于应用心理学的范畴，是人类一种选择性保护

机制，其目的是斩断各种不良因素，正视自我、接纳自我；

采取正确有效的心理疏导技术在烧伤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中起着重要保护作用。

3.1 提供科学有效的康复技术指导，提高患者自我接纳

的信心

烧伤作为创伤类型的一种，可以通过烧伤死亡风险的预

测帮助临床医生开展患者评估，尽全力避免并发症发生 [12]，

但是对专业知识得要求非常高，一般患者在理解临床治疗方

案上存在不同偏差，若是医患双方不能达成共同治疗决策共

识，必定影响治疗、康复效果。因此，适时向患者及其家属

普及治疗、康复相关知识，最新得治疗方案等，势必达到理

想得预期目标。本研究中发现，多数受访者能够认识到坚持

治疗、康复的重要性，但是对科学有效、简单易学的防护技

术却知道的甚少。因此，由此提示普及突发意外伤害的预防

指导、居家防护、消毒灭菌技术迫在眉睫。

3.2 重视患者的不良情绪，进行针对性的干预指导

情绪是一种具有组织性、深刻内涵，并且持续变化的

心理状态 [13]。相关研究指出，良好的外部支持能够缓解一

定程度的躯体心理伤害，有助于维持较好的情绪体验 [14]。

本研究中发现，面对伤情，90% 以上患者自觉遵守医嘱，

但由此产生的情绪反应与受访者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

自身固有生活事件等密切相关。青中年受访者焦虑、紧张等

不良情绪表现较明显；分析原因可能是担心自我发展受限，

社会环境状态的稳定与否对其切身利益的影响等相关。这与

国内学者 [15-16] 的研究结果一致。由此可见，应对突发公共

事件带来的不良情绪反应，专业有效的心理疏导尤为重要；

可以通过开通心理咨询的热线电话、微信公众号进行心理疏

导，同时借助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利用媒体树立正确、积极

的新闻形象，避免夸大事实，同时还要肩负起干预社会危机、

疏导社会焦虑的责任，引导广大民众向着积极的、健康的方

向发展。

3.3 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促进患者遵医行为，提高不

良事件防控的信心

本研究中发现，通过街道、居委会、物业和家庭成员

的相互督促和支持，使患者获得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动力，增

强患者对治疗、康复的依从性。同时，受访者指出，医生、

护士，甚至街道、居委会、物业等工作人员给与的帮助，感

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温暖。由此可见，耐心细致的工作方式，

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有助于促进患者遵医行为，尽快实现

自我接纳，从而可以从根本上降低不良事件发生，提高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防控的信心。

3.4 利用多渠道 、多方面的社会力量，满足患者不同的

健康需求

进入 21 世纪来，人民对健康的需求达到了空前高度，

健康、强大的体魄将被越来越重视。研究中发现，多数受

访者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易健康的生活习惯，例如长期熬夜、

过量吸烟饮酒等；年长者还伴有一种甚至两种以上的慢性疾

病。他们指出：这次意外使他们深刻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性，

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善、提高或保持持健康。由此呼吁国家相

关管理层面完善社区基层卫生保障体系，使其能够更加全

面、人性化的服务于社区健康、亚健康及慢性病居民，重视

基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加大力度改善医疗卫生资源分布

不均等的社会问题，逐渐满足社区居民不同的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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