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軍左營總醫院護理部 

燒燙傷病人的心理重建 

燒燙傷病人在意外發生後，會面臨一個完全沒有經歷過的心理過程，

從恐懼、害怕、到對病情未知而產生的壓力與情緒反應，如：害怕、憂鬱、

焦慮、哭泣、退化、依賴、無力感、挫折感、活動量減少、低自我價值感、

煩躁不安、逃避行為等。這些反應可經由病人本身的調適，透過醫護人員、

社工師和家屬，給予適當的協助及心理支持，往往是可有效紓解。因此不

要害怕去碰觸病人的心理與情緒，而是要正確地認識治療過程，並給予正

確的處理及適時的支持。 

一、入院初期，家屬如何提供病人協助： 

   1.適度地探訪與聯繫： 

     家屬與病人談話時，可多予以安慰，千萬不要再加以責備，言辭及  

     態度要多關心，增加病人的安全感。於燒傷中心會客結束時，要向 

     病人稍做解釋，尤其對燒燙傷幼童，更要小心處理，以免造成孩子 

     心靈的傷害。另外可攜帶病人熟悉的用品、玩具(需清洗乾淨)、書 

     籍、相片等，讓病人因有熟悉物品在旁，而降低陌生感增加安全感。 

   2.多與醫護人員互動溝通： 

常與醫護人員連繫以了解病情變化，並告知病人特殊的生活習慣，

使病人較快適應病房作息，而醫病及護病關係也會較好；相對地，

病人對隔離在燒傷中心內的不安全感也會降低。  

   3.認識病人的情緒反應： 

     病人入院初期可能會有哭泣、情緒低落、淡漠、退化、焦慮等反應，

均是正常的情緒反應。往往在病人熟悉治療環境，及家屬、醫護人

員等多方協助下，會逐漸降低這些情緒反應。 

   4.惡夢之處理： 

     惡夢會隨時間日漸減輕，而家屬可適度分擔壓力。例如：在一個瓦

斯爆炸的事件中，不要一再向病人說：「都是因為你不小心，才讓

家裡變這樣！」病人若惡夢過度嚴重，影響睡眠情況，會適時會診

精神科醫師評估，視需要給予適當的藥物治療及護理照護。 



 

二、治療期，家屬如何提供適當地協助： 

   1.持續地心理支持，讓病人覺得自己並不孤單： 

     家人支持是病人最大的支柱，家屬應先認識燒燙傷的治療，例如：

(1)清創是什麼？(2)病人需要哪些燒傷飲食營養？(如：高蛋白、高

熱量)若有必要可請營養師介入幫助家屬獲得更多知識(3)什麼是植

皮手術？進而協助病人做好心理準備。 

   2.家屬之間相互分擔責任： 

     病患原本的角色可由家中其他人暫代，穩定家庭失序的情況，使病

人放心。 

   3.家屬可與醫護人員、社工人員一起協助病人： 

     住院期間，其實家屬並不孤單，可與醫護人員討論如何協助病人的

身心重建；向社工人員尋求協助，例如：家屬如何處理自身的情緒、

心理壓力紓解、出院計劃、家庭、經濟及尋找可用的資源。 

三、復健期，家屬如何提供適當地協助： 

   1.凡事不要「幫他做」而是「協助他自己做」： 

     因病人肢體功能的恢復需要及早執行職能治療復健，可讓病人依傷

口恢復的程度，依其需要漸進地進行，增進病人的自我照顧行為，

更可提昇日常生活品質，逐漸完成原本無法自己做的事而家屬可在

旁協助、陪伴，以分擔壓力，讓病人覺得不孤單、有安全感，並可

適當地鼓勵病患。千萬不要因心疼病人或嫌病人做得不好、太慢，

而全部幫病人完成，這樣病人將永遠無法自立，只是個依賴者。 

   2.接納與鼓勵，恢復其信心： 

     家屬的接納是病人踏出病房的預備工作，家屬若能完全接納並加以

鼓勵，往往可以恢復病人的信心，提供身心靈的全人照護模式，以

促進復原及生活品質。 

   3.家屬與醫護人員一起安排出院計劃： 

     病人出院前要先適度安排家中環境，如：火災後房子是否整修完成

照顧者是否已準備好適宜的照顧與清潔方法，家庭設施之改變，如

床、浴室，是否利於病人活動。若病人因故無法回家，則需事先找



好安置的地方。總之，充分做好出院前的各項準備工作，讓病人順

利地出院，以盡早重新回到社會。 

     從病人一入院到出院，無論家屬或病人，都經歷了一段刻骨銘心的 

心路歷程。燒燙傷的急性期治療，到此已大抵結束，病人的「病人」

裝束，應已準備卸下，而家屬也應以一般的態度來面對出院的燒燙

傷病人，並以陪伴、協助的角色來幫助燒燙傷病人，使其早日能恢

復在受傷前的功能及角色。 

 

治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必須考慮許多方面，包括：教育、支持、焦慮

的處理、以及生活型態的重建，幫助當事人瞭解事實的真相，使其暸解任

何人在壓力之下都可能會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讓當事人接納災難已經

發生過了，卸下再度去經驗創傷的重擔。鼓勵他們在團體中去分享經驗，

並讓其知道有治療師、家人與朋友會一直支持他們，或參與長期性的支持

團體效果更佳。焦慮的處理技巧都可運用，可建議病人學習肌肉放鬆或接

受呼吸訓練。生活型態的改變，例如：規則的睡眠、運動、維持健康的飲

食都可以幫助病人重獲新生。可以允許他說出對整著事件的描述。支持與

接受他表達情緒，允許他哭泣，甚至可以幫他說出他的心情，「你一定很

難接受…」「你很遺憾來不及…」。適切的肢體撫觸與擁抱。協助他找到

支持團體或有關的社會資源，必要時請心理專業機構或精神科協助。 

國軍左營總醫院 護理部  關心您的健康 

如有疑問請撥（07）5817121 轉分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