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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跌倒护理风险管理在精神科住院患者的应用分析 

袁星月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成都 

【摘要】 目的 本文主要是针对精神科患者采用防跌倒护理风险管理的实际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19
年 1 月-2121 年 1 月在我院实施治疗的精神科住院患者，共选择了 90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时间分段的方式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为 45 例。其中，对照组应用了常规护理管理手段，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应用了防跌倒护理

风险管理措施；对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生活质量评分以及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评分进行对比。结果 通过一

段时间的治疗护理后发现，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观察组达到了 43（95.56%），明显要高于对照组的 34（75.56%），

组间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再对比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和 BPRS 评分，观察组也有比较

显著的优势。并且，两组患者发生的跌倒事件率，观察组仅为 2（4.44%），也要明显少于对照组 9（20.0%），

数据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精神科患者来说，采用防跌倒护理风险管理手段，有非常显著

的临床应用效果，能够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病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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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mainly aims at the practical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fall prevention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for psychiatric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90 psychiatric in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1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y time segment, with 45 cases in each group. Among them, the control group applied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pplied fall prevention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measures on this basis; 
The score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concise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a period of treatment and nurs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reached 43 (95.56%)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34 (75.56%)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mparing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BPRS score 
of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lso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Moreover, the incidence of fal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only 2 (4.44%),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9 (20.0%). The data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for psychiatric patients, the use of fall prevention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has a very significant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which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condition and establish a good nurse patien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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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其他科室来说，精神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护患纠纷，而且存在较大的护理风

险。而护理风险指的是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可能引起

的不安全事件，对医护人员都会造成一定的伤害甚至

生命危险。对于精神科患者采取护理风险管理手段，

能够全方面评估患者的实际情况，识别潜在的护理风

险，并及时采取妥善有效措施进行应对。作为一个比

较特殊的群体，精神科患者在住院的时候行动缓慢、

活动量相对较少、住院时间长，而且受到药物、精神

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患者出现跌倒的风险非常大，

从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预后，也是引发医疗纠

纷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选择 90 例在我院进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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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精神科住院患者，并通过应用防跌倒护理风险管

理为制定更加健全的护理方案提供参考，下面是详细

的资料和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1 月-2121 年 1 月在我院实施治疗的

精神科住院患者，共选择了 90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时间分段的方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为 45 例。

观察组男性患者为 28 例，女性为 17 例；患者年龄在

23-65 岁，平均为（37.46±1.34）岁。对照组男性为

30例，女性为15例；患者年龄在21-64岁，平均为 （36.57
±1.67）岁。在所有精神科住院患者中，主要博涵的疾

病有强迫症、双相情感障碍、焦虑症、躁狂症以及精

神分裂症。对比两组患者的基础资料，差异无明显差

异（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1）对照组：该组患者采用的是常规风险护理干

预措施，对患者的基础资料有一定的了解，密切观察

患者的病情变化情况，出现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采取

妥善措施进行处理。 
（2）观察组：本组采用的是防跌倒护理风险管理

手段，下面是详细的护理内容： 
①加强对护士的防跌倒培训。对于精神科护理人

员来说，要让他们有防跌倒风险管理意识，确保患者

的安全。因此，医院要定期开展防跌倒风险管理知识

的培训工作，让精神科护士对患者发生跌倒的危害有

正确的认识，并掌握相应的管理技巧。并且，通过培

训能够对患者的跌倒风险因素进行全方面评估，提前

制定有效地预防手段进行干预，树立良好的跌倒风险

管理意识。 
②评估患者的跌倒风险。根据我院制定的《精神

科住院患者跌倒危险因素评估表》，参考《跌倒风险

评估量表》，对患者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主要分为

高危、中危和低危三种。根据具体的风险等级悬挂相

应的警示牌。尤其是对于高危患者，一定要加强风险

防范管理措施，并定期进行重新评估。医院也要建立

风险管理小组，对患者的病情变化密切进行观察，帮

助患者上下楼梯、上厕所等，做好全天专业护理。 
③加强基础安全管理。医院要对护理人员的排班

黑安排，落实好弹性排班制度，充分整合利用人力资

源。对于就餐也要加强管理，所有餐桌要做好固定工

作，在就餐时要做好秩序维护，避免拥挤出现跌倒等

意外事件。对于频繁起夜的患者要及时了解原因，如

果患者行动不便可以采用便盆的方式，但要做好清洁

工作。要对患者及其家属开展健康宣教，让他们充分

了解跌倒的危害性，增强患者及家属的防护意识，尽

可能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对于患者的体位，要让他

们了解在更换的时候动作要缓慢，防止血压低引起跌

倒带来的危害。 
④改善病区环境。要对病区的布局和环境进行改

善，对存在的障碍物彻底进行清除，使各通道保持通

畅。尤其是在高危险区域，要放置警示牌，比如，地

板铺装地毯或防滑地板，保持地板干燥。对走廊和病

区要保持充足的光线，尤其是要加强夜间的管理，避

免患者出现意外事件。在病床位置要设置呼叫器，并

对病床的调节让患者熟练，方便患者起卧。 
⑤加强护理细节管理：对于高危患者必要的时候

可以采取保护性隔离措施，加强护理监护。并且，护

理人员要充分了解患者的档案信息，针对患者的病情

给予针对性的护理工作。并定时对患者的血压进行测

定，防止患者的跌倒风险的增加。要让患者及其家属

熟读《防跌倒知识手册》，在起床、下床的时候，要

站立 30s 后才能行走。 
1.3 观察指标 
（1）护理满意度。对两组患者采用本院自行制作

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90 份，回收的有效问卷为 90
份，回收有效率 100.0%，在本次问卷中，主要分为不

满意、一般满意、满意和非常满意四种，满分为 100
份，分数越高代表患者的满意度越高。 

（2）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采用 SF-36 生活质量量表

进行评分；为了使患者的精神病症状有更加全面地了

解，采用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 开展评分，分数

越高代表患者病症越严重。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均

数士标准差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P<0.05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的护理总满意度 
通过对比两组患者的总满意度得出发现，观察组

满意度达到了 43（95.56%），相比较对照组的 34
（75.56%），有非常显著的优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1 所示。 
2.2 对比两组患者发生的跌倒事件率 
对两组患者发生的跌倒事件率可以得出，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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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为 2（4.44%），明显要少于对照组的 9（20.0%）。

主要发生的跌倒事件有直立性低血压、眩晕、夜间如

厕、地面湿滑，数据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详情见表 2 所示。 
2.3 对比两组的 BPRS 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 

在开展护理工作前，两组患者的 BPRS 评分及生

活质量评分没有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

过一段时间的护理后，两组患者在生活质量评分和

BPRS 评分上，有非常显著的优势，数据对比差异显著，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情见表 3 所示。 
表 1 对比患者的护理总满意度情况[n（%）] 

组别 不满意 一般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n=45） 11 13 11 10 34（75.56%） 

观察组（n=45） 2 11 12 20 43（95.56%） 

χ值     4.440 

P 值     <0.05 

表 2 对比两组的跌倒事件发生率[n（%）] 

组别 直立性低血压 眩晕 夜间如厕 地面湿滑 总跌倒率 

对照组（n=45） 2 1 3 3 9（20.0%） 

观察组（n=45） 1 0 1 0 2（4.44%） 

χ值     5.108 

P 值     <0.05 

表 3 对比护理前后的 BPRS 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BPRS 生活质量 BPRS 生活质量 

对照组 45 55.46±2.31 65.45±3.16 38.65±1.54 70.23±2.16 

观察组 45 55.43±2.25 65.42±3.12 30.18±1.67 75.52±2.27 

t 值  0.061 0.044 24.045 11.071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作为一种严重的心理障碍病症，精神疾病会经常

出现心理活动异常，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在情感、意

志、认识和动作行为上都可能出现问题，对患者的工

作学习和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患者病症较为严

重，可能会出现自杀、伤害或攻击他人的行为。尤其

是近些年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的数量呈现持续升高的情

况，对这类患者的治疗和护理也越发受到关注。但该

类疾病需要长期进行治疗和护理，再加上大部分患者

及其家属对该疾病的相关知识不了解，短时间内如果

没有显著改善，会让他们心理产生较大的落差，从而

引发医患纠纷。而且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需要长期进

行住院治疗，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认知障碍、情感障碍、

行为障碍和思维障碍，这也精神科住院患者出现发生

跌倒事件的主要原因。如果发生跌倒事件，不仅会对

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还会引发患者的恐惧、焦

虑等症状，对病情恢复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会

危及患者的生命。 
对于精神科住院患者来说，相比家普通患者还存

在一定的特殊性，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都需要加强重

视，在开展临床护理的时候难度也较大，稍有不慎就

会引发风险事件，对患者、对医护人员都会造成巨大

又影响。在所有的风险事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跌倒，

作为一种突发性事件，护理人员在提供护理服务的时

候想要确保跌倒事件的发生难度较大，而且跌倒没有

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对于精神科患者来说，他

们的肢体协调能力较差，大脑反应迟钝，还会受到精

神症状的影响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事件。相比较其他

疾病住院患者来说，发生跌倒事件最为常见的就是精

神科住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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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关研究显示，患有精神病的患者如果发生跌

倒，造成的危害相比较普通人群更加严重，因为他们

患者有一定的精神症状和心理问题，可能会出现一些

不良行为，比如自杀、自残、自伤以及攻击他人。精

神科患者还需要长期服用药物，而很多精神疾病类的

药物会导致直立性低血压或其他不良反应，从而导致

容易出现跌倒的情况。虽然精神科住院患者容易发生

跌倒事件，潜在的危险因素较多，但很多危险因素可

以提前进行评估、识别，提前采取应对性措施进行防

治，尽可能避免患者发生跌倒。比如，吴解解通过研

究发现，对精神科住院患者实施防跌倒护理风险管理

手段，可以对患者的精神症状进行有效改善，减少跌

倒发生率，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护理满意度。

而且通过本次研究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论证。应用防

跌倒护理风险管理措施，能够对精神科护士开展防跌

倒方面的知识培训，使他们的防跌倒风险意识得到提

升。并且，会对患者的跌倒风险进行全方位评估，根

据评估的结果明确患者的风险等级，再按照风险等级

采取相对应的防范管理措施，将护理风险管理的规划

性和针对性充分体现了出来。对精神科住院患者尤其

是高危患者由专人进行陪护，定时开展病情评估，可

以让患者的住院安全得到最大程度地保障。对于病房

和病区的改善也能够取得非常显著的效果，做好防滑

工作，尽可能避免意外事件引起患者跌倒。对患者的

饮食、运动和体位更换等等都开展护理安全管理，可

以让患者的跌倒风险有效降低。再对患者及其家属开

展健康教育工作，让患者的自我防护意识得到增强，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通过本次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两组患者在护理满

意度上，观察组满意度达到了 43（95.56%），相比较

对照组的 34（75.56%），有非常显著的优势，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再对比两组患者发生的跌倒事件

率可以得出，观察组发生率为 2（4.44%），明显要少

于对照组的 9（20.0%），数据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P<0.05)。最后，在开展护理工作前，两组患者

的 BPRS 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没有显著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后，两组患者在

生活质量评分和 BPRS 评分上，有非常显著的优势，

数据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与杨志

平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之一。通过应用防跌倒护理风

险管理手段，能够让护理人员充分掌握关于防跌倒方

面的安全知识，使他们的安全意识得到强化，并掌握

了安全管理技能，对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尤其是在开展精神科患者评估工作的时候，能

够充分了解患者的病情和基本信息，为制定针对性的

护理方案提供了重要支持。而且能够根据评估的结果

明确危险等级，使患者的住院安全性得到保障。再通

过改善病区环境和病房布局，为患者营造舒适、安静

的病房环境，对于疏导他们的不良情绪，患者其压力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而言之，对于精神科患者来说，想要做好风险

防范工作，需要在各个环节加强重视，加强管理。对

其应用防跌倒护理风险管理，在本次研究中取得了非

常显著的临床效果，能够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改善

患者病情，有效降低患者发生跌倒的风险，非常值得

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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