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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研究·

科室用带有报警功能枕头的设计及临床应用效果研究

陈 香1,周洪梅2,黄业晶3,张 帆1

(东海县人民医院:1.泌尿外科;2.护理部;3.宣传科,江苏
 

连云港
 

222300)

  [摘 要] 目的 探讨一种自制的科室用带有报警功能枕头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该院泌尿外科2020
年11月至2021年11月住院并使用自制的科室用带有报警功能枕头的46例患者作为研究组,对照组选取使用

该报警功能枕头前1年内的51例患者。对照组使用常规的防跌倒措施(悬挂标识、使用床栏、防跌倒坠床健康

宣教、使用约束带等方式)预防跌倒坠床;研究组使用的报警功能枕头是通过在枕头内植入压力传感器,通过压

力传感器对患者头部的压力进行检测,获得压力信号,通过单片机进行判断分析后,控制报警器工作。比较2
组患者跌倒坠床发生率,以及2组 患者及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结果 研 究组患者跌倒坠床发生率

[2.2%(1/46)]显著低于对照组[13.7%(7/5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和家属对护理服

务的满意度(93.5%)高于对照组(8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该报警功能枕头可协助护理

人员有效降低住院患者跌倒坠床的发生率,提高护理服务满意度。
[关键词] 报警功能; 枕头; 护理; 跌倒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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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生跌倒坠床是临床中常见的

护理安全不良事件,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痛苦,甚至造

成骨折、出血等,加重疾病发展,增加了患者经济负

担,而且给医院带来了负面影响,引起医患矛盾,影响

了患者对医院的满意度[1]。跌倒是患者安全管理的

重要问题,并引起了国际和国内医疗护理管理者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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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视[2]。如何预防患者跌倒坠床的发生一直是护

理人员时刻关注的问题,目前,临床采用的防范跌倒

坠床的措施主要有:床栏、防滑标识、防坠床标识、护
理人员床边交接班、使用约束带等,但这些措施大多

数是人工操作,依靠护理人员的口头宣教,并且依赖

于患者的依从性,不能实现24
 

h不间断的看护和协

助[3]。国内有学者提出,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体系,
采取科学的干预方式,可减少患者跌倒事件的发生,
提升患者不跌倒的信心,从而提升患者的生活质

量[4]。基于这些问题,作者从利用信息化的科学干预

方式,实现全天候精准化的预防措施着手,提高预防

的效率和效果,设计了一种科室用带有报警功能的枕

头(专利号:ZL
 

2020
 

2
 

2367329.5),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本院泌尿外科2020年11月至

2021年11月住院并使用自制的科室用带有报警功能

枕头的46例患者作为研究组。入选标准:(1)60岁以

上老年患者;(2)《跌倒风险评估量表》(Morse量表)
评分大于45分。排除标准:(1)完全没有行为能力;
(2)家属或患者拒绝使用该产品。对照组采取统计学

中的倾向性评分规则选取使用该报警功能枕头前1
年内的51例患者。该报警功能枕头使用前经过医院

伦理委员会的同意,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讲解使

用方法,确保患者及家属均掌握使用方法。

1.2 方法 对照组使用常规的防跌倒措施(悬挂标

识、使用床栏、防跌倒坠床健康宣教、使用约束带等方

式)预防跌倒坠床[5]。研究组使用自制的科室用带有

报警功能枕头,具体方法如下。

1.2.1 专利设计及制作方法

1.2.1.1 设计思路 作者基于观察发现,人起床时

的动作均是头部先离开枕头,接下来是坐起,然后是

下床,如果能在患者跌倒坠床前及时给予协助,就可

预防跌倒坠床的发生,于是,从此思路出发,作者想出

设计一种带有报警功能的枕头,当患者准备起床,头
部只要一离开枕头的时候,就可认定患者要离床或跌

落,通过信息化设计,就会产生报警,再连接相应的设

备,让报警提醒能被看护人员感知到患者要离床,从
而及时赶到患者身边,协助患者起床,防止患者自行

起床,发生跌倒或者坠床。

1.2.1.2 材料与制作方法 该枕头中心为凹陷结

构,凹陷结构周圈安装挡片,凹陷内设有放置区,放置

区上安装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连接信号放大器,
信号放大器连接单片机的信号输入端,单片机的信号

输出端连接报警器,压力传感器、单片机及报警器均

有电源供电,通过压力传感器对患者头部的压力进行

检测,获得压力信号,通过单片机进行判断分析后,将
信号发送至陪护人员佩戴的手环上(图1),引起振动

或者铃声,从而提醒陪护人员。

  注:1.枕头;2.放置区;3.线孔;4.压力传感器;5.魔术贴;6.挡片。

图1  一种科室用带有报警功能枕头示意图

1.2.1.3 使用方法 该专利产品结构精巧,使用简

单,操作方便,可重复使用,可根据需要设计成各种外

形,适用于各种枕头,使用时只需要在患者枕头内放

入该装置,待患者躺下枕在枕头上时打开装置的开

关,给陪护人员佩戴手环,手环可根据需要调整为铃

声或者振动,当患者准备起床时,只要头部一离开枕

头,手环即可接收到信号,然后发生振动或者响铃,唤
醒陪护人员,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协助患者下床。

1.2.2 观察指标 跌倒坠床是指患者由卧床至肢体

接触地面,且非患者或陪护人员主动行为,或非医护

人员许可的患者离床行为,跌倒坠床发生率=住院期

间跌倒坠床数/患者例数×100%
 [6]。应用本院自制

的满意度调查表,在患者出院时发放调查表,满分为

100分,从服务态度、健康宣教、护理技术、护理效果、

护理责任心5个方面进行测评,每个项目20分,其中

满意为20分,基本满意为10分,不满意为0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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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满意例数+基本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2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2组患者性别、年龄、
住院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见表1。
表1  2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性别(n)

男 女
年龄(x±s,岁)

住院时间

(x±s,d)

研究组 46 25 21 66.17±8.74 9.67±2.25

对照组 51 26 25 65.73±7.74 8.84±2.00

t/χ2 - 0.110 0.268 1.923

P - >0.05 >0.05 >0.05

  注:-表示无此项。

2.2 2组患者跌倒坠床发生情况比较 在住院期间,
研究组患者发生1例跌倒坠床事件,严重度为1级,
发生率为2.2%(1/46);对照组患者发生7例跌倒坠

床事件,严重度1级2例,2级1例,3级4例,发生率

为13.7%(7/51)。研究组患者跌倒坠床发生率显著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2组患者和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比较 研

究组患者和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2组患者和家属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比较

组别 n
满意

(n)

基本满意

(n)

不满意

(n)

满意度

(%)

研究组 46 40 3 3 93.5
对照组 51 35 7 9 82.3

3 讨  论

3.1 使用该种科室用带有报警功能的枕头可减少住

院患者跌倒坠床的发生率 老年患者反应迟缓,肢体

协调能力与行为控制能力差,同时,由于疾病、药物、
环境不熟悉等因素,容易发生跌倒坠床事件,影响患

者的护理安全[7]。老年患者对自身能力认知不足,又
心疼长期陪护的子女,导致依从性差,自行起床如厕

等造成跌倒坠床的发生[8]。常规采取的干预方案多

集中在跌倒预防知识宣教,如使用口头、图册、
 

视频、
宣传展板等模式,护理人员进行口头宣教,患者及家

属主动参与性低;防跌倒意识淡薄,高估自己等均导

致老年患者跌倒预防知识不足,参与性较低[9-10]。本

专利产品———科室使用的带有报警功能枕头,使用简

单、操作方便,该报警器可适用于任何枕头,又可反复使

用。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跌倒坠床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本产

品安全性好,对预防跌倒坠床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

3.2 使用该种科室用带有报警功能的枕头可提高医

护人员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研究组患者和家属对护理

服务的满意度为93.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2.3%,同
时使用该产品能够明显降低患者发生跌倒坠床的发

生率,而且能让陪护人员提前知道患者要起床,这种

预见性的护理可有效减少老年患者跌倒坠床事件的

发生[11]。同时,因为在使用前均要对护理人员进行培

训,包括跌倒的相关知识及该专利产品的使用,通过

培训也能促进医护人员树立防跌倒护理管理观念,明
确患者的主体地位,使护理人员了解自身有能力、有
责任预防住院患者跌倒[12],对护理人员也起到了一定

的警示教育。该报警器在陪护人员暂时离开时,也能

收到报警信号,使陪护人员及时回到患者身边,在患

者上、下床时扶住患者,提前采取各种干预措施,协助

患者起床。同时,该腕带报警系统也可根据需要调整

为响铃和振动,不打扰患者及陪护人员,让陪护人员

能安心地做事及休息,从而也提高了患者对医护人员

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护理创新一直是医学发展的坚实力量[13]。本研

究结果证实,该专利产品可有效降低住院患者住院期

间跌倒坠床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目前已在本

院全院多个科室推广使用,得到了患者、陪护人员及

护理人员的一致肯定。在使用过程中也进一步得到

了完善,对于跌倒高危评分的患者,可将该报警器的

输出端连接至护士站电脑,或者将手环佩戴在护理人

员手上,对于没有陪护人员或者陪护人员外出不在的

情况下,当患者准备起床时,护士站电脑系统可收到

报警信号,提醒护理人员,能够在第一时间赶至患者

床边,协助患者下床,从而避免患者独自下床造成跌倒

坠床的发生。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会继续验证和完善,
为我国住院老年患者跌倒预防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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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四体系、五原则、六机制”临床实践教

学管理体系在临床实践教学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改
革效果较为显著,有利于提高齐齐哈尔医学院特色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五个度”(目标达成度、社会适应度、
条件保障度、质保有效度和结果满意度),进一步主动

对接区域发展需求,培养满足国家和地方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新需求的应用型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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