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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采取预防性护理对其降低坠床跌倒发生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至我院诊疗的100例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当做研究对象,并以抽签法将其均等

划分为两组,即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以常规护理干预施护,观察组以此为基础实施预防性护理,对两组

患者坠床跌倒事件发生情况、健康教育知识掌握度评分以及满意度加以对比。结果 观察组的坠床跌倒

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且健康教育知识掌握度评分以及总体满意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采取预防性护理能够使患者掌握疾病治护相关知识,使坠床

跌倒事件的发生减少,从而提升患者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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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是临床常见的一类疾病,多发于中老年患者,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上升,此类疾

病的发病率也在持续上升,使得心血管内科患者护理的难度增加,并且心血管患者一般会受视力、用药以

及身体机能等方面因素所影响,导致其容易出现坠床跌倒事件[1],尤其是老年患者发生坠床跌倒事件的概

率会更大,因此,需要对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的护理工作进行重视,预防性护理能够针对坠床跌倒事件发

生的风险因素采取预防性护理措施,从而有效避免坠床跌倒事件发生[2],为了进一步证实对心血管内科住

院患者坠床跌倒实施预防性护理的应用效果,本次研究选择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至我院诊疗的100
例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当做研究对象加以研究,现将报道示下。

1 资料以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至我院诊疗的

100例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当做研究对象,并以抽签

法将其均等划分为两组,即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

组男女患者之比为32∶18;年龄区间为52~79岁,
均龄(59.28±5.86)岁。对照组男女患者之比为

31∶19;年龄区间为51~80岁,均龄(59.48±5.89)
岁。两组经对比一般资料,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

义,P>0.05,两组可比。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临床治疗方法方面均相同,护理方

法方面存在差异。对照组以常规护理施护,主要是

在易跌倒处设置警示标志,并建议患者在住院期间

使用床护栏,同时对患者进行用药指导、生活护理、
饮食指导、病房卫生管理等。观察组以此为基础实

施预防性护理,其内容如下:
(1)对患者实施风险评估

构建风险护理管理流程,即掌握患者基本信息、
风险识别与评估、风险级别划分、制定并实施防风险

策略、效果评价,在风险级别划分的过程中,应该针

对低、中、高危三级风险的患者进行颜色标识,红色

代表高危、黄色代表中危、绿色代表低危,并针对不

同风险等级的患者给予相应的护理措施,例如,当中

高危患者沐浴或是如厕时,应该有专人陪护,以免风

险事件发生。
(2)实施健康教育

若要更好的实现坠床跌倒事件的预防,应该保

证患者能够提高安全意识,这便需要护理人员对患

者实施健康教育,健康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心血管

疾病知识、注意事项、坠床跌倒的危害、预防坠床跌

倒的方法等,同时将健康教育手册发放给患者,使患

者深入了解坠床跌倒的危害,并掌握预防坠床跌倒

的方法,同时对心血管疾病的相关知识深入了解。
(3)实施心理护理

护理人员应与患者保持密切沟通,掌握患者心理

动态,针对患者出现的不良心理,应该及时采取有效的

心理疏导和其他缓解措施,使患者不良心理得到改善,
同时对患者进行关心和鼓励,使良好的护患关系得以建

立,从而使患者对治护的依从性和配合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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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做好加强护理管理工作

不仅应该加强病房安全设施建设,还应该全面

提升护理人员的预防护理意识,并严格遵守科室规

章制度,做好排班和交接班工作,针对坠床跌倒事件

应制定紧急预案和处理流程,若发生坠床跌倒事件,
应及时按照制定的预案和流程操作。此外,还应该

对患者加强巡视,对于存在的安全隐患,应该及时处

理,以免不良事件发生。

1.3 观察指标
此次研究以坠床跌倒事件发生率、健康教育知识

掌握度评分以及总体满意率作为观察指标。其中,健
康教育知识掌握度评分以及总体满意率分别由院内

自制的健康教育知识测试卷以及满意度调查表评测。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SPSS20.0进行统计学分析,(x±s)代表计

量资料,经t检验,
 

%代表计数资料,经 X2 检验,
 

P<0.0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坠床跌倒事件发生情况对比

观察组共出现坠床1例,跌倒1例,坠床跌倒事

件发生率为4%;观察组共出现坠床4例,跌倒5例,
坠床跌倒事件发生率为18%。观察组的坠床跌倒事

件发生率相较于对照组更低,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

义,P<0.05,X2=12.057。

2.2 两组健康教育知识掌握度评分对比
观察组健康教育知识掌握度评分为(96.27±

9.58)分;对照组健康教育知识掌握度评分为(81.34
±8.09)分。观察组的健康教育知识掌握度评分相

较于对照组更高,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0.05,t=5.962。

2.3 两组满意度对比
如表1所示,观察组总体满意率相较于对照组

更高,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两组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十分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体满意率

观察组 50 27(54.00)22(44.00)1(2.00)0(0.00) 49(98.00)

对照组 50 12(24.00)28(56.00)8(16.00)2(4.00) 40(80.00)

X2 12.841

P <0.05

3 讨论
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是院内出现坠床跌倒的高危

患者,主要是由于此类患者的生理机能一度下降,且存

在心律失常、一过性脑缺氧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等[3],故
容易发生坠床跌倒事件,坠床跌倒事件发生后,不仅容

易引发医、护患纠纷,而且还容易造成患者出现二次负

伤,使患者疾病迁延难愈,增加住院费用[4]。因此,应该

在治疗过程中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
预防性护理能够有效掌控院内不良事件发生的

风险因素,从而通过预防性护理措施,使这些风险因

素得以规避。通过进行风险评估,能够有针对性的对

患者施护;通过健康教育能够使患者的安全意识和疾

病及防护知识掌握度提升;通过心理护理能够使患者

负性心理降低,实现与患者良好配合,从而降低风险;
通过护理管理能够保证各项护理措施得以有效进

行[5],故采取预防性护理能够有效改善护理效果。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通过实施预防性护理,其坠

床跌倒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且健康教育知识掌

握度评分以及总体满意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预防性护理能够有效

降低坠床跌倒事件的发生率,且能够增强患者安全

意识,提升患者满意度。
综上所述,心血管内科住院患者采取预防性护

理能够使患者掌握疾病治护相关知识,使坠床跌倒

事件的发生减少,从而提升患者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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