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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跌倒安全护理对老年心内科住院患者跌倒发生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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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防跌倒安全护理对老年心内科住院患者跌倒发生率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9年 4月至 2020年 4月收治的老
年心内科住院患者 112例，随机分为两组，各 56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防跌倒安全护理，比较两组跌倒发生
率与护理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跌倒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0.05）。结论 防跌倒安全护理应用于老年心内科住院患者中，可有效降低其跌倒发生率，提高其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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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老年人占比越来越高，老年病发生率也逐年升高，
其中心内科疾病最常见。而老年心内科住院患者出现跌倒情
况与诸多可防控因素相关，并非单纯意外事件，老年患者生
理机能逐渐衰弱，其平衡能力较差，再加上疾病对身体的影
响，患者极易出现跌倒，影响其预后效果。因此，预防跌倒
成为老年心内科住院患者整个护理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1]
。为

探究防跌倒安全护理的临床效果，本研究将该护理模式应用
于老年心内科住院患者中，并比较两组患者跌倒发生率和护
理满意度。结果示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4 月至 2020 年 4 月收治的老年心内科住院

患者 112 例，随机分为两组，各 56 例。对照组男 29 例，女
27 例；年龄 60-80 岁，平均年龄为（68.64±5.84）岁；病
程 4-12 个月，平均病程为（7.69±1.68）个月。观察组男
30 例，女 26 例；年龄 60-80 岁，平均年龄为（69.47±5.16）
岁；病程 4-12 个月，平均病程为（7.15±1.94）个月。两组
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行常规护理，其内容包括护理人员定期学习防跌倒护理

相关知识，增强其防跌倒意识；加强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
教育，引导其规避跌倒相关风险因素；为患者提供安全、舒
适的环境，确保病房内、走廊内光线充足，并在病房内配齐
防滑垫、扶手以及防护栏等；落实防跌倒策略，完善交接班
制度、护理人员考核制度等，加强病房巡视，密切观察患者
的情况。 

1.2.2 观察组 
行防跌倒安全护理，具体内容如下：（1）改善防跌倒系

统：防跌倒系统包含警示标语、跌倒监控评分、知识宣传教
育手册及以防跌倒短视频，护理人员借助防跌倒系统协助患
者在实际生活中规避风险因素；帮助患者离床，或叮嘱患者
家属帮助患者离床，以免患者出现跌倒。（2）制订安全护理：
查阅并分析医院以往出现患者跌倒事件的情况，包含跌倒发
生地点、时间、经过及以严重程度等内容，加强对患者跌倒
的风险评估，分析患者跌倒的因素，并定期对患者进行跌倒
监控评分，同时适当增强对患者的监测，制订针对性安全护
理方案。（3）健康教育：给患者及其家属分发健康宣传手册，
并向其讲解或演示手册内容，引导其正确使用病房内的呼叫
器等，并叮嘱其卧位时禁止立即坐起，且排便后或输液后避
免立刻起身，以免跌倒；定期给患者播放防跌倒短视频，提
高其防跌倒意识。（4）环境安全护理：为患者提供良好住院
环境，最大限度降低安全隐患，确保坐便器旁呼叫器与床边
护栏等设备的正常；在患者床头粘贴“跌倒危险”等标语以
时刻警醒患者，叮嘱患者如厕时不可反锁厕所门；尽可能减
少走廊障碍物，确保房间、走廊地面干燥与洁净。 

1.3 观察指标 
（1）观察并记录患者出现跌倒的情况，计算出跌倒发生

率。（2）采用医院自制调查表对患者护理满意度进行评估，
评估结果分为非常满意、基本满意与不满意，满意度=（非常
满意+基本满意）。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n(%)表示，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跌倒发生率 
观察组跌倒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跌倒发生率对比 n(%) 

组别 例数 跌倒发生率 

对照组 56 12（21.43） 
观察组 56 4（7.14）*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2.2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56 20（35.71） 22（39.29） 14（25.00） 42（75.00） 

观察组 56 28（50.00） 26（46.43） 2（3.57） 54（96.43）* 

注：与对照组相比，*P＜0.05 
3 讨论 
安全护理是针对老年人、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制订的护理

方案。老年心内科患者在住院期间，如何有效避免患者跌倒
成为相关医护人员关注的重点。防跌倒安全护理能够改善防
跌倒系统，提高患者对防跌倒措施的认知水平，增强其防跌
倒意识，进而规避跌倒风险，确保患者在住院期间的安全

[2]
。 

在本研究中，观察组跌倒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P＜0.05）。说明防跌倒安全护理可有效降低老年心内科住
院患者跌倒发生率，原因为该护理模式通过改善防跌倒系统，
对患者及其家属讲解相关知识，确保患者在护理人员视线之
外也能够得到家属的正确协助，同时经分析以往跌倒事件的
缘由为患者制定护理方案，进一步规避风险因素，进而有效
降低跌倒发生率

[3]
。在本研究中，观察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

照组，差异显著（P＜0.05）。表明防跌倒安全护理可显著提
高老年心内科住院患者护理满意度，原因为该护理模式在应
用过程中粘贴好住院区域的警示标语，完善对患者的跌倒监
控评分，并通过宣传手册与相关视频等提高患者对防跌倒的
认知，使患者与护理人员能够建立良好关系，进而提高患者
护理满意度。 

综上所述，防跌倒安全护理能够显著减少老年心内科住
院患者出现跌倒，有效提高其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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