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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护理对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坠床跌倒发生率的影响研究 
薛娅妮 

西安航天总医院心血管内科  陕西西安  710100 

摘要：目的：研究分析预防性护理对于预防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跌倒、坠床的作用。方法：随机抽取 2019 年 6 月至 2019 年
12 月我院心血管内科接收 100 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平均分为两组，每组 50人，接受常规管理命名为对照
组，采用预防性护理命名为实验组。比较两组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的满意程度以及坠床、跌倒认知能力。结果：实验组心血管
内科住院患者的满意程度和跌倒、坠床认知能力对比与对照组来说差异明显（P<0.05）。结论：心血管内科接受预防性护理后
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跌倒、坠床认知能力同时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临床广泛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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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心血管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

住院患者也在不断增加，无论是给家人还是给自身都造成了
经济和心理负担，也收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心血管内科住院
患者在住院期间，容易因为身体功能障碍、药品等影响，从
而出现跌倒、坠床的情况，并且年龄越大，风险越高，从而
会导致患者骨折、或者外伤，不仅影响患者的治疗，同时也
会引起医疗纠纷，导致医疗资源浪费，还会影响医院的形象。
所以预防性护理逐渐兴起，此种管理模式更加科学规范，使
管理更加细致，精细化

[2]
。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满意度，降

低患者的跌倒、坠床风险
[3]
。基于此，本文以 100 名心血管

内科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旨在分析采用预防性护理对于预
防心血管内科接诊患者跌倒的具体影响，调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选择我院2019年 6月至 2019年 12月接收的 100名接受

治疗的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两组，对照组男性 27 人，女性 23 人，年龄在 54-78
岁之间，平均（62.6±1.3）岁，实验组男性 26 人，女性 24
人，年龄在 55-81 岁，平均（64.1±1.6）岁。两组心血管内
科住院患者均认可研究中采用的管理办法，无完全失去行为
能力和严重精神障碍者，所有患者均自愿接受调查，且已签
署知情通知书。在基础资料方面对比无显著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p>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常规管理方式，监护患者的并且，观

察生命指标，发生意外情况及时处理。 
1.2.2 实验组采用预防性护理护理： 
（1）在患者办理完住院手续以后，由相关责任护士进行

风险评估，根据专业的评估像坠床，跌倒等风险，对患者实
施不同等级的护理方式，对于风险要做好等级登记。 

（2）轻度风险护理：在患者的床头要做好护理标记，合
理的进行保护和约束，要求患者在进行床下活动时，必须有
专门的护理人员陪护。指导患者掌握活动的要领，避免快速
活动造成意外风险事故。 

（3）中度、重度风险护理：对于中度风险患者，要进行
健康教育，让患者对于坠床和跌倒知识进行了解。并让患者
意识到意外事故发生的危害，告知其进行预防护理的可行性
以及必要性，患者在进行沐浴以及如厕行为时需要有专门的
人员在外陪护，如果发现异常，应该及时进行处理。向患者
介绍住院区域的环境，提高患者对于环境的熟悉程度，特别
是对于厕所和水池等风险高的地方，让患者提高警惕，加强
心理护理，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 

（4）用药护理：合理使用所需要的药物，在进行用药前，
需要对患者告知药物对于身体的影响，并且进行防范。比如
利尿剂的使用能够减轻患者的心脏负担，改善心脏功能，但
是会增加患者的排尿频率。那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增加跌倒以
及坠床的风险。 

（5）安全管理：对于科室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管理
制度，并且要严格落实和实施，对于护理质量要进行考核，

提高护理人员的防范意识。 
1.3 观察指标 
1.3.1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跌倒坠床认知水平。 
1.3.2 调查统计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式 
使用 SPSS17.0 处理两组患者数据，所得到的数据行 t检

验，以 sx  表示，计数资料行 X
2
检验，以%表示。P＜0.05

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防跌倒、坠床认知水平和行为水平对比 
实验组防跌倒、坠床认知和防跌倒、坠床行为水平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实验组对照组防跌倒、坠床认知和行为水平比较（ sx  ） 

组别 例数 跌倒、坠床认知水平 防跌倒、坠床行为水平 

实验组 50 40.32±5.25 41.47±4.24 

对照组 50 53.43±2.15 52.42±5.33 

T
 

 16.1761 11.2542 

P  0.0000 0.0000 

2.2 满意度对比 
实验组患者的满意度为 98%（49/50），对照组患者的满

意度为 82%（41/50），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对比差异明显，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077，P<0.05）。 

3 讨论 
心血管内科是一共特殊部门，患者大部分的身体功能并

不健全，容易发生疏忽导致跌倒、坠床的事件。所以心血管
内科的日常护理就更加重要，不仅关系着医院的名声，也关
系者患者的身体安全

[4]
。在日常的管理过程中应该更加慎重

精细，所有预防性护理应用到心血管内科管理当中能够提高
心血管内科工作的质量，减少医院与患者之间的纠纷

[5]
。本

次研究中我院选取 100 名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作为实验调研
对象，观察预防性护理前后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的跌倒、坠
床认知能力以及患者满意度，实验组跌倒坠床认知能力明显
高于对照组，以及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预防性护理对于提高心血管内科患者跌倒、
坠床认知能力以及患者满意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临床手
术中广泛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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