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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信行干预模式在预防血液透析患者跌倒中的

应用效果
田国立

( 山西白求恩医院　山西　太原　030000)

【摘　要】目的 探讨知信行干预模式预防血液透析患者跌倒的效果。方法 选择 2021 年 12 月～ 2022 年 12

月在我院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便利抽样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200 例。对照组给

予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常规干预基础上，采用知信行干预模式防跌倒，干预时间 6 个月，观察两组患者干

预前后跌倒的发生情况以及知信行状况。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在防跌倒的知识、态度、行为得分均优于对照组

（P<0.01），且观察组的跌倒发生率较对照组显著下降（P<0.05）。两组患者干预后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得分

均较干预前明显提高（P<0.01）。结论 知信行干预模式的健康教育可以改善血液透析患者防跌倒的知识掌握水

平，提高防跌倒意识，建立防跌倒行为，取得很好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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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 (hemodialysis, HD) 患者作为一个特

殊群体，常伴有体位性低血压、虚弱、营养不良、肌

肉衰弱、骨代谢异常等症状，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导

致患者易发生跌倒 [1-3]。有 83.7% 的血液透析患者存

在跌倒低度危险，而有 15.32% 的患者存在跌倒高度危

险 [4]。5% ～ 15% 的跌倒还会引起骨折、死亡等严重问

题 [5]。目前，跌倒已成为我国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 [6]，也成为住院患者发生的主要不良事件之一 [7]，

跌倒不仅会增加患者的痛苦，给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

负担，也增加了医疗纠纷的发生。预防跌倒现在作为

患者十大安全目标之一，已是医院护理质量的主要评

价指标 [8]。本文预探讨知信行模式在预防透析患者跌

倒的应用效果，以提高患者安全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本院 2021 年 12 月～ 2022 年 12 月入院

治疗的 400 例血液透析且跌倒高危的患者作为本次研

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以及对照组，各 200 例。纳

入标准：（1）病情稳定；（2）意识清楚；（3）住院

时间≥ 7 日；（4）自愿参与。排除标准：（1）精神

病患不能配合者；（2）病情危重者；（3）无自主活

动能力者；（4）既往有跌倒史者；（5）出院时再次

评估解除跟踪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入院时均使用Morse跌倒风险评估量表进行评估，

得分≥ 45 分的高危患者在宣教单上签字，并给予常规

的健康宣教（衣、食、卧、行、环）。

1.2.2 观察组

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从知识、信念和行为 3 个

方面，给予知信行干预，出院后，建立微信群，发送

宣教内容，定时通过微信及电话随访，联合家属督促

患者。

①知识教育：1）床头粘贴移动宣教二维码、发

放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病房多媒体滚动播放宣教视

频；2）采用展示图片、口头讲解、现场示范模拟等形

式 [9-12] 每 5 日组织 1 次安全教育活动。3）对有跌倒

史者 [13] 和老年患者进行针对性教育，邀请有跌倒史

者分享经验，给予反复警示教育。通过以上多元化、

多层面的形式 [14] 联合预防跌倒。②信念形成：从跌

倒的危害出发，激发患者自觉防跌倒的警惕性，让家

属参与护理，并通过既往成功的干预案例，促进患者

建立正确稳定的防跌倒的信念，能以积极的心态配合

护理工作。③行为养成：1）在药袋上粘贴防跌倒高危

贴纸警示患者，医护准确及时评估和调整用药，尽可

能限制多种药物联用，避免发生低血糖、低血压、眩

晕引起的跌倒。2）合理控制体重增长 [15]，避免短时

间内超滤过多，有效循环血量锐减导致体位性低血压。

3）合理布置床单元周围环境及病床间距，减少空间局

限 [16]。使用与地面平齐的体重秤，并在正前方安装扶

手 [17]。4）透析完离床活动前遵循“安全 3 分钟”原

则 [18]，即床上坐 3min，床边坐 3min，床边站 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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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不适后方可挪步。5）透析期进行脚踏车运动和瑜

伽，透析间歇期采用太极、慢跑、步行、爬楼梯、骑

自行车等方式运动 [19]。根据患者心肺耐受情况，制定

个性化运动处方，把握合适的运动时间和运动量，同

时做好运动监测 [19]。6）指导患者改进居家环境，指

导口服药、助行器具等的使用，视频通话进行针对性

指导，患者以群打卡的形式定期发送每日的活动及学

习情况。

1.3 观察指标

1.3.1 跌倒发生情况

记录两组患者在 6个月内跌倒发生情况。

1.3.2 知信行评分

参考相关文献，结合实际情况，采用跌倒知信行

调查问卷[20]，在干预前后分别对患者知信行进行测评。

包括 3 个维度，33 个条目，均采用 4 级评分法，4 分

表示非常有必要（非常清楚、经常）、3分表示有必要（清

楚、有时）、2分表示一般（偶尔）、1分表示没必要

（不清楚、从来没有）。知识维度11个条目，总分1-44

分；态度维度 9 个条目，总分 1-36；行为维度 13 个

条目，总分 1-52 分。调查问卷总的 Cronbach’sɑ 系

数为 0.952，知识方面、态度方面、行为方面 3 个维

度的 Cronbach’sɑ系数分别为 0.928，0.918，0.927。

1.4 统计学方法

建立数据库，对研究得到的计数和计量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选用 SPSS21.0 版本的软件，数据的呈现形

式为百分比和均数 ± 标准差，检验结果依据 χ2 值和

t值。

2 结果

2.1 两组跌倒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分别有2例和8例患者发生跌倒，

发生率的计算结果分别为 1.0%、4.0%，有较明显的差

异 (χ2=4.56，P<0.05)。

2.2 两组知信行评分比较

干预前的测评结果中，并未发现两组在知识、态

度和行为方面的明显差异，干预后再次测评，两组各

方面评分均有提升，而观察组评分均提升至较高水平，

和对照组差异均较大 (P<0.01)。见表 1。

3 讨论

研究发现，观察组和对照组干预后知信行评分均

升高，且观察组远比对照组高 (P<0.01)。提示知信行

干预模式能够帮助患者掌握更多的有关于预防跌倒的

知识，使患者的健康意识增强，并更加坚定地做出相

关行为的改变。从跌倒发生率来看，观察组跌倒发生

率（1.0%）较对照组（4.0%）有所下降 (P<0.05)。这

表明知信行干预可以有效地预防跌倒发生。患者需要

掌握相关知识才能改变认知，转变为积极的态度，进

而才能逐渐建立行为。对照组的 8 例跌倒患者是在院

外发生的跌倒，尤其是在透析下机后时间段发生率很

高。本研究表明，在院外对患者继续实施知信行干预

能有效降低血液透析患者跌倒的发生率，这也体现了

延续性护理在居家血液透析患者出院后的应用价值。

对于长期血液透析的患者来说，由于对疾病的过

度熟悉，依从性差，容易降低对跌倒的重视，从而导

致易发生跌倒。在本研究中，知信行模式将知、信、

行三者相互结合、协同，形成了更系统、更专业的干

预体系，能强化患者信念，提升防跌倒认知及依从性，

从而促使患者能主动建立防跌倒的相关行为。研究结

论与陈英等人一致，陈英等 [21] 认为认知、行为干预

及患者自我管理的加强对预防血液透析患者的跌倒起

积极作用，并能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满意度。周

黎等 [22] 也认为应用知信行模式的健康教育路径对高

龄住院患者实施干预，可有效降低发生跌倒的几率。

对于多数血液透析患者来说，健康教育都是非常

迫切的需求。针对性干预是一项长期、反复、系统性

的工作，护士准确评估，筛选高危患者，积极实行干预，

提高患者认知，是预防跌倒的重要环节。护士更需要

表 1  两组知信行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知识 态度 行为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200 25.12±3.19 26.48±4.01 20.89±5.96 22.23±5.21 37.86±5.04 38.09±4.81

观察组 200 26.81±6.59 35.02±6.54 21.51±5.83 28.18±5.27 36.63±5.07 43.45±5.39

t 1.03 7.99 1.91 4.89 1.39 2.82

P >0.05 <0.01 >0.05 <0.01 >0.0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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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各项预防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对患者干预后的效

果进行评价，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干预计划，使得预

防跌倒更加程序化、系统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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