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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老年住院病人常见安全隐患及护理对策 
胡阿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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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神经内科老年住院患者常见的安全隐患和护理对策。方法 将本院自 2018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收治的 78 例
神经内科老年住院患者当作研究对象，根据电脑随机的方式进行分组，每组 39 例。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网上搜索的数据，将老
年患者常见安全隐患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参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根据安全隐患实施针对性护理措施，对比两组患者
安全隐患发生情况及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对比安全隐患发生情况，研究组发生率为 5.13%，明显低于参照组（P＜
0.05）；护理之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没有明显差别（P＞0.05）；护理之前，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参照组（P＜
0.05）。结论 对于神经内科老年住院患者来说，跌倒、坠床和用药等均是常见的安全隐患，需要针对这些隐患使用带有针对
性地防范措施，降低安全隐患的发生，确保患者住院期间的安全，减少医疗纠纷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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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国神经内科住院患者逐渐增多，占比较多的

为老年人群，此时护理难度会不断增加
[1]
。再加上老年患者

的自理能力减退等多方面的因素，导致安全隐患较多，意外
时有发生，所以现阶段将确保老年患者住院安全，提升老年
患者的护理质量，减少医疗纠纷的出现十分重要，也是神经
内科工作人员工作的重点。而想要将发生安全隐患的几率降
低，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析安全隐患，找到影响住院老年患者
的因素，从而提出针对性的护理措施，确保老年患者的安全
[2]
。基于此，本院对神经内科老年住院患者常见的安全隐患

和护理对策进行了研究，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本院自 2018 年 1 月~2021 年 1 月收治的 78 例神经内

科老年住院患者当作研究对象，根据电脑随机的方式进行分
组，每组 39 例，参照组男性和女性患者的数量为 20 例和 19
例，年龄 61~83 岁，平均（71.58±5.36）岁；研究组男性和
女性患者的数量为 21 例和 18 例，年龄 62~82 岁，平均（72.85
±5.69）岁。本次研究得到了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具
有完整的临床资料，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不具有任何精神类
疾病，可以恢复期间与医护人员正常的交流。两组患者基本
资料进行对比没有明显的差别（P＞0.05），可以比较。 

1.2 方法 
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网上搜索的数据，将老年患者常见安

全隐患进行分析，发现老年患者常见的安全隐患为：跌倒、
坠床、意外拔管和窒息等，导致这些情况发生的原因为：环
境、生理、药物等因素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对参照组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根据安全隐
患实施针对性护理措施，方法为： 

（1）强化安全教育：医院的护理工作风险性较高，应当
对护理人员进行与安全和法制相关的教育，确保在护理前护
理人员能够将自身的安全意识和减少纠纷发生的能力提升，
从而在自我保护的同时保证患者的安全。与此同时，还需要
对患者进行安全教育，让他们在护理当中配合护理人员的工
作，也加重对安全的重视程度，和护理人员一起完成安全有
序和规范的护理，保证自身的安全。 

（2）做好监控的工作：在护理人员护理当中需要监控小组
的监督，定期或随机对护理人员的工作检查和及时地反馈，将
医德当作评价的重要指标。并且还需要让护理人员有明确的分
工，按照规定执行工作保证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患者的安全。 

（3）用药指导：护理人员在为患者提供药物的时候应该
对药物的药理作用，用药配伍禁忌和不良反应等有更多地了
解，并及时地和患者、家属沟通用药的情况，叮嘱他们按照
医嘱服用药物，不要擅自停止服药。而对于老年患者还说还
应该在他们用药之后加强观察，如心率和血压等，如若出现
了不良反应等情况，需要及时通知医生并处理。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1.0 软件将研究的数据进行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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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进行检

验，（ sx  ）为计量资料，当 P＜0.05 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3]
。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安全隐患发生情况的对比 
对比安全隐患发生情况，研究组发生率为 5.13%，明显

低于参照组（P＜0.05），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安全隐患发生情况的对比（，%） 

组别 例数 发生 未发生 发生率 

参照组 39 10 29 10（125.64）

研究组 39 2 37 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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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 / / 6.303 

P / / / 0.012 

2.2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的对比 
护理之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没有明显差别（P＞

0.05）；护理之前，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参照组（P
＜0.05），见表 2： 

表 2：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的对比（ sx  ）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 39 75.42±3.45 84.89±2.36 

研究组 39 75.63±3.62 95.23±2.15 

t / 0.262 20.227 

P / 0.794 0.000 

3 讨论 
现阶段，我国神经内科住院患者逐渐增多，其中占比最

多的为老年人，而老年患者因为自身功能退化等因素的影响，
会导致安全隐患的发生率提升，如坠床、跌倒等，所以将护
理工作的难度进一步增加。而也正是因为这样，才需要根据
常见的安全隐患去提出针对性的措施，确保老年患者的人身
安全，减少医疗纠纷的出现

[4]
。在本次研究当中，对比安全

隐患发生情况，研究组发生率为 5.13%，明显低于参照组（P
＜0.05）；护理之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没有明显差别
（P＞0.05）；护理之前，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参照
组（P＜0.05）。可见，在分析安全隐患的基础上使用针对性
的措施能够将护理效果进一步提升，保证老年患者住院期间
的安全。 

综上所述，对于神经内科老年住院患者来说，跌倒、坠
床和用药等均是常见的安全隐患，需要针对这些隐患使用带
有针对性地防范措施，降低安全隐患的发生，确保患者住院
期间的安全，减少医疗纠纷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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