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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风险分级护理在心内科患者防跌倒管理中的应用

胡晓娟

胜利油田中心医院，中国·山东 东营 257000

摘 要：目的：探究心内科患者进行防跌倒管理中应用跌倒风险分级护理对患者产生的影响分析。方法：本次实验

对象选自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在本院进行治疗的 78 例心内科患者，对其按照入院时间均分为两组，对照组开

展常规护理，实验组开展跌倒风险分级护理，对比两种护理模式对防跌倒知识、防跌倒态度评分及满意度、跌倒率

产生的影响。结果：实验组患者的防跌倒知识、防跌倒态度评分较对照组患者显著提升，并且实验组患者的满意度

得到显著提升的同时跌倒率得到了明显的下降，较对照组患者更加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心内科患者进行防跌倒管理中应用跌倒风险分级护理能够有效的提升患者对防跌倒知识、防跌倒态度评分，能够在

一定情况下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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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all Risk Grading Nursing in Fall Prevention Management for Cardiology 
Patients

Xiaojuan Hu
Shengli Oilfield Central Hospital, Dongying, Shandong, 2570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using fall risk grading nursing in fall prevention management for cardiology 
patients on patients. Method: 78 cardiology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ary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They were even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their admission tim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fall risk grading nursing care. The effects of 
the two nursing modes on fall prevention knowledge, fall prevention attitude scores, satisfaction, and fall rate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 fall prevention knowledge and attitude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le 
the fall rate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which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fall risk grading nursing in fall prevention management for cardiology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and attitude towards fall prevention, and can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fall risk grading nursing; cardiology department; fall prevention management

1 引言

心内科患者具有的显著特点就是病情严重、疾病进展

较快、患者年龄偏大，患者一旦跌倒，会极大的危害患者的

心理及身体健康 [1]。相关研究显示，对心内科患者应用跌倒

风险分级护理对患者具有极大的意义 [2]。因此，本研究主要

讨论了心内科患者进行防跌倒管理中应用跌倒风险分级护

理对患者产生的影响分析，同时选择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在本院进行治疗的 78 例心内科患者纳入实验对象，详

细如下。

2 资料和方法

2.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对象选自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在本院

进行治疗的 78 例心内科患者，对其按照入院时间均分为两

组，两组患者均自愿参加实验，在对实验对象进行筛序时排

除精神障碍及异常患者。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x±s）

项目 实验组 对照组 P 值

性别 ＞ 0.05
男 20 18
女 19 21

年龄 ＞ 0.05
53-81 78 78

疾病类型 ＞ 0.05
心肌炎 11 12
冠心病 10 12
心绞痛 18 15

文化程度 ＞ 0.05
初中及以下 13 14

高中或者中专 15 13
本科或者大专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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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开展常规护理，主要就是对患者进行健康

教育、环境护理等。实验组患者开展跌倒风险分级护理，主

要内容如下。

2.2.1 跌倒风险等级进行评估
患者接受入院治疗之后，需要在 6 小时之内对患者进

行跌倒风险分级评估，评估方式主要依照《跌倒风险评估量

表》展开，其中共有 7 个评估项目，如跌倒史、药物治疗时

间等。评分区间为 1~35，低度风险评分为≤ 6 分，中度风

险评分为 6~13 分，高度风险评分为 13~35 分。随着患者病

情的不断变化，及时对患者的跌倒等级评分进行修订。

2.2.2 按照患者的评估结果对其进行针对性护理
第一，低风险护理方式：①制作跌倒风险警示牌并将

其放置于患者随处可见的位置。②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跌倒

风险的介绍，提升患者的对防跌倒的认知，提升患者意识。

③对住院环境进行改进，使住院环境整洁明亮。④加强护理

人员的巡视，避免不良事件发生。

第二，中度风险护理方式：①制作跌倒风险警示牌并

将其放置于患者随处可见的位置。②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

能够使患者对防跌倒方案进行熟知，并将《跌倒风险报告书》

进行发放，对其知识水平不够的患者，由护理人或家属对其

进行讲解。③对患者的病房设施进行合理布局，避免出现遮

挡物对患者的视线及行动造成影响。④将病床床栏加固，需

将床栏竖起于患者的休息时间。⑤患者如厕时，不得将卫

生间的门反锁，需要由家属或护士在门口陪伴。⑥叮嘱患者

按照医嘱用药治疗，并将注意事项进行告知。⑦加强护理人

员的巡视，避免不良事件发生。

第三，高度风险护理方式：①制作跌倒风险警示牌并

将其放置于患者随处可见的位置。②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

能够使患者对防跌倒方案进行熟知，并将《跌倒风险报告书》

进行发放，对其知识水平不够的患者，由护理人或家属对其

进行讲解。③患者下床活动时需要家属或护理人员进行陪

伴。④将病床床栏加固，需将床栏竖起于患者的休息时间。

⑤患者在应用刺激性较大的药物之后，指导患者卧床休息，

时间一般为 2 小时，避免药物对患者产生的不良影响，如晕

倒、摔倒等情况。⑥加强对患者的监督，避免出现风险事件。

⑦对此类风险等级的患者，需要护理人员实行轮班制度，避

免出现缺岗情况。

2.3 评价指标
对比两种护理模式对防跌倒知识、防跌倒态度评分及

满意度、跌倒率产生的影响。

2.4 统计学处理
对本次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主要应用的是

SPSS20.0，计量资料：（x±s），t 值检验，计数资料：[n（%）]，

检验值为 χ2。当 P ＜ 0.05 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①对比两种护理模式对防跌倒知识、防跌倒态度评分

产生的影响实验组患者的防跌倒知识、防跌倒态度评分较对

照组患者显著提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 2 防跌倒知识、防跌倒态度评分对比（x±s，分）

分组 防跌倒知识 防跌倒态度

实验组（n=39） 25.37±4.56 17.25±5.75

对照组（n=39） 20.35±5.14 13.14±7.57

t 4.563 2.700

P 0.000 0.009

②对比两种护理模式对满意度、跌倒率产生的影响实

验组与对照组的满意度分别为 94.87%、74.36%，实验组与

对照组的跌倒率分别为 2.56%、20.5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4 讨论

心内科患者中多数为老年患者，并且由于各种情况对

患者的影响，会极大的增加患者的跌倒风险，显著的威胁患

者的生命健康 [3]。为了能够降低患者的跌倒风险，需要对其

进行护理，但是常规的护理方式主要就是保持地板干燥等，

达不到显著的效果；跌倒风险分级护理能够从各个方面预防

患者跌倒，并按照患者的风险等级进行护理方案的制定，并

按照制定的方式进行弹性实施，将能够利用的外界资源进行

合理利用 [4]，不仅能够提升患者的防跌倒风险意识，还能够

提升患者的能力，对患者的健康具有极大的意义 [5]。此种方

式的应用能够显著的提升患者的风险意识及自身预防风险

的积极性，极大的避免的避免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 [6]。

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患者的防跌倒知识、防跌倒态

度评分较对照组患者显著提升，并且实验组患者的满意度得

到显著提升的同时跌倒率得到了明显的下降，较对照组患

者更加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上述结果可

知，心内科患者进行防跌倒管理中应用跌倒风险分级护理能

够有效的提升患者对防跌倒知识、防跌倒态度，能够在一定

情况下提升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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