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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Objective):   
燒燙傷的治療過程中換藥的疼痛處置及調適是醫護人員及病人的一大挑戰。因此期望藉由實證探討燙傷病人換藥
時配合音樂活動是否可緩解疼痛?故使用實證醫學的方法，進行文獻查詢並評析，以獲得有力證據，期許未來將搜
尋到的證據運用於臨床病人的照護。 

方法 (Methods): 
依據實證五大步驟，先形成一個PICO問題，“音樂治療是否能減輕燙傷病人換藥的疼痛感? “以關鍵字 Burn , dressing 
changes , wound care ,music therapy, pain及MeSH terms同義字搜尋Cochrane library, PubMed、CINAHL等資料庫，
搜尋到文獻有15篇，再選擇符合主題且證據等級(1a)的1篇SR- Meta-analysis進行評析(Oxford Center for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201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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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篇RCT研究進行統合分析，搜尋兩個概念：音樂介入（包括音
樂，音樂治療和音樂醫學）和身體行為（包括疼痛，焦慮，燒傷
特徵，換藥，清創和復健。 
共804位個案，6-86歲，男性居多。 
音樂由病人自選或偏好，採Muralvision 、MAR、MBI、MAE。 
主要觀察:疼痛強度 
次要觀察:焦慮程度 
統合分析結果音樂介入燙傷治療過程證實了疼痛緩解的統計學顯
著差異(SMD = -1.26,95％CI [-1.83，-0.68]，且能降低病人的焦
慮(SMD = -1.22,95％CI [-1.75，-0.69])。 

一、文獻有效性(Valid)評
析 

二、文獻重要性(Importance)評析 
文獻針對17篇RCT中，進行統合分析，其分析結果以 forest 
plot呈現 

文章以Q test、I2 test、p value分析異質性 
 疼痛I2 = 81.6％，P <0.001）異質性高 
 焦慮I2 = 87.0%，P < 0.001）異質性高 

統合分析的效應值以odds ratio表示 
 主要結果:疼痛: 顯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疼痛強度有顯著差異。

(SMD = −1.26, 95% CI [−1.83, −0.68])。 
 次要結果:焦慮:顯示實驗組與對照組的焦慮程度有顯著差異。

(SMD=-1.22, 95% CI [−1.75, −0.69])。 
 表示音樂的介入性措施可減輕燙傷病人在治療過程中疼痛和
焦慮的強度。 

三、文獻實用性(practice)評析 
音樂可刺激大腦，使生理及情緒放鬆，燒傷患者每日的換藥治療經歷中到重度的疼痛與焦慮感受，研究證實音樂對燙傷
病人在治療過程中可顯著降低疼痛和焦慮的強度，故將藥物治療與非藥物措施結合來管理燒燙傷換藥疼痛是可行的。 

本燒傷中心擬推行音樂介入於換藥過程中，除了藥物治療，鼓勵病人使用手機自主撥放自己喜好的音樂，適當深呼吸，
透過聽音樂轉移注意力觀察到患者疼痛與焦慮感受有降低。 

未來將思考每位患者音樂介入的時機。 

結論: 
以音樂作為燙傷治療中的介入性措施起始於1970年，它可視為一種替代性醫學治療，且它易取得、非侵入性的特性使其被
廣泛的使用(李，2004)。依據此篇系統性文獻回顧(systematic reviews, SR) 與統合分析(meta-analyses, MA)結果得知，
音樂的介入性措施可以減輕燙傷病人在治療過程中疼痛和焦慮的強度，故可作為護理人員將非藥物措施管理與藥物治療相結
合於燒燙傷換藥治療治療過程中，以降低病人的疼痛與焦慮程度，進而營造舒適感受，促進護病關係，提升燒傷護理照護品
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