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社区老年衰弱患者跌倒风险感知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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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区老年衰弱患者因躯体功能减退,发生跌倒的风险较高。 跌倒风险感知强调从患者角度探讨对跌倒风险的理

解,对个体主动采取跌倒预防性行为,减少跌倒发生风险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主要就社区老年衰弱患者跌倒风险感知现状、
影响因素、评估工具及干预方法进行综述,以期为医护人员开展相关研究进而制定针对性的跌倒预防管理方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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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ail
 

elderly
 

patients
 

in
 

the
 

community
 

are
 

at
 

higher
 

risk
 

of
 

falls
 

due
 

to
 

physical
 

impairments.
 

Fall
 

risk
 

perception
 

emphasizes
 

explor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fall
 

risk
 

from
 

the
 

patient′s
 

perspective
 

and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individuals
 

to
 

take
 

proactive
 

fall
 

preventive
 

behaviors
 

to
 

reduce
 

the
 

risk
 

of
 

falling.
 

This
 

article
 

mainly
 

reviews
 

the
 

current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evaluation
 

tools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of
 

fall
 

risk
 

perception
 

in
 

community-based
 

frail
 

elderly
 

patients.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medical
 

staff
 

to
 

conduct
 

relevant
 

research
 

and
 

tailor
 

fall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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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弱是常见的老年综合征,表现为机体平衡力

及肌肉力量下降,对跌倒、骨折等不良事件的发生风

险增高[1] 。 社区是跌倒高发地[2] 。 相关研究发现,
社区老年衰弱患者跌倒发生率高达 40%,跌倒造成

的健康受损、经济负担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3,4] 。 跌倒风险感知是跌倒高危群体对跌倒的可

能性和严重程度的主观评估,正确感知的跌倒风险

可以降低跌倒发生风险[5,6] 。 因此,本文就社区老

年衰弱患者跌倒风险感知相关内容进行综述,旨在

为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依据。

1　 社区老年衰弱患者跌倒风险感知现状

　 　 当患者低估跌倒风险时,往往造成对风险的

忽视,使其对跌倒预防管理依从性不足,增加跌倒

发生风险。 宋方方等[7] 研究发现,受文化程度、居
住状况等影响,衰弱老年人未能充分评估自身的

跌倒风险,跌倒预防知信行水平较低,参与跌倒预

防管理的依从性不佳;而当患者高估自身跌倒风

险时,会引发不必要的慢性焦虑、跌倒恐惧,同样

增加跌倒发生风险。 赵宏霞等[8] 发现,衰弱老年

人因疾病及认知功能的影响,过于高估自己跌倒

风险,跌倒恐惧严重,对预防跌倒管理的信心较

低。 跌倒风险感知的程度决定不同的跌倒应对行

为,准确评估跌倒风险感知水平是预防跌倒的第

一步[9] 。 目前,关于社区老年衰弱患者跌倒风险

感知的现状研究较少,主要发现衰弱老年人因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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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风险的评估不足产生行为偏差,不利于跌倒预

防管理。

2　 社区老年衰弱患者跌倒风险感知的影响

因素

2. 1　 人口学因素

　 　 Bao 等[9] 研究发现,跌倒风险感知与平均年龄

的差异有关,高龄老年人容易高估跌倒的风险;
Chittrakuld 等[10] 发现,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较高及

对预防跌倒有所了解的老年人跌倒风险感知较好,
会主动进行跌倒预防以及对居家环境进行适老化改

造,而低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对跌倒风险的感知较差,
容易忽视跌倒风险。
2. 2　 社会支持

　 　 研究显示,不同居住方式、子女数量和婚姻状况

的老年人跌倒风险不同,高社会支持老年人有较好

的跌倒风险感知,可以减少对跌倒的恐惧,增加预防

跌倒的信心,因而跌倒发生风险较低[11,12] 。
2. 3　 疾病与用药因素

　 　 研究发现,因疾病症状严重而活动受限或下肢

力量较弱的老年患者,其跌倒感知风险会高于合并

疾病数量较少的老年人[9,13] 。 此外,老年人因多病

共存而多重用药是普遍存在的现象[14] , 但 Bell
等[15]发现,老年人较容易忽视药源性跌倒问题,服
用高跌倒风险药物的老年患者存在对跌倒风险感知

偏低的情况。
2. 4　 认知因素

　 　 认知下降的老年人由于行动迟缓、视力及听力

障碍,对外部信息的访问、处理、速度和执行力下降,
跌倒风险感知较低,跌倒风险较高[16] 。 相关研究发

现,社区老年衰弱患者主观认知下降发生率较

高[17] ,这提示社区医护人员及家属要关注主观认知

下降的社区老年衰弱群体,了解其对跌倒风险的感

知,尽早开展相关预防干预。
2. 5　 跌倒史

　 　 Kiyoshi-Teo 等[18]发现,在 3 个月内发生过跌倒

的老年患者跌倒风险感知较高,会主动采取跌倒预

防措施避免再次发生跌倒。 而无跌倒史的老年患者

对跌倒风险的感知水平较低,对跌倒的风险较为

轻视[19] 。
2. 6　 疼痛史

　 　 Souza 等[20] 研究发现,患有严重疼痛的老年人

对跌倒风险表现出更好的感知,有助于老年人采取

预防措施。 但徐慧萍等[21]研究发现,疼痛较敏感的

患者容易产生焦虑、恐惧心理,导致对跌倒风险的高

度感知。
2. 7　 心理因素

　 　 Sonnad 等[22] 研究发现,患者发生跌倒导致骨

折发生后,意识到跌倒产生的后果而产生恐惧感,
对跌倒风险感知过高,而影响其预防跌倒措施的

信心。 而相关研究证明,老年衰弱患者焦虑、抑郁

症状的发生率较高[23] 。 因此,医护人员应关注老

年衰弱患者存在的负性心理情绪,进行针对性的

心理护理,促使患者采取积极的跌倒预防行动,提
高生活质量。

由于目前国内外尚无针对社区老年衰弱患者

跌倒风险感知的研究,现有文献均是回顾其他人

群跌倒风险感知的相关影响因素,可为了解社区

老年衰弱患者跌倒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提供一定

的参考。

3　 跌倒风险感知的评估工具

3. 1　 社区老年人跌倒风险感知量表

　 　 该量表由鲍冠君等[24] 通过文献查阅及专家函

询等方式于 2022 年开发形成,评估社区老年人对跌

倒的风险感知。 主要从跌倒生物行为易感性感知、
跌倒社会环境易感性感知、跌倒严重性感知 3 个

维度进行评估,根据李克特( Likert) 5 级评分法,从
“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依次计 1 ~ 5 分,得分

越高跌倒风险感知水平越高。 量表的克朗巴哈

(Cronbach′s
 

α)系数为 0. 913,3 个维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 858、0. 854 和 0. 814,有较好的信效

度。 可作为社区老年衰弱患者跌倒风险感知的测评

工具,但由于缺乏在该类人群中的大样本信效度检

验,后期可进一步优化。
3. 2　 社区老人跌倒风险自评表

　 　 该量表由宋俊敏等[25] 通过美国疾控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
官网下载的《美国 CDC 社区老人跌倒风险自评表》
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境进行汉化而成。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670,总分≥4 分为界值区

分高风险和非高风险人群, 量表的敏感度高达

81. 03%,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curve,AUC) 为 0. 74,具有相对好的预测准确性。
此外,社区老人跌倒风险自评表条目数量仅有

12 个,只需回答是或否,易于理解,可应用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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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效工具和重要参考。 但量表信效度值偏

低,后期可考虑通过改变评分方式等对其进行进

一步优化。

4　 提高社区衰弱老年跌倒风险感知的干预

措施

4. 1　 加强健康教育

　 　 有效的健康教育可以提升社区衰弱老年人的跌

倒风险感知,从而提升患者跌倒自我管理能力。
Bustamante-Troncoso 等[26] 对社区老年人进行多维

度的健康教育,提高了患者对于跌倒预防知识的

掌握水平,使其有较好的跌倒风险感知,从而促进

了患者跌倒自我管理的能力,降低了跌倒发生率。
由此可见,社区医护人员可在了解社区老年衰弱

患者跌倒风险感知的基础上,结合患者的文化程

度和接受能力,采取合适的教育方式进行健康教

育,如线上视频或线下的讲座、宣传手册等,宣教

跌倒预防等相关知识,以引导老年衰弱患者正确

感知自身跌倒风险,促进患者主动参与自身跌倒

预防管理。
4. 2　 适当运动干预

　 　 李鑫等[27]通过个性化多组分运动干预,改善了

患者的衰弱状态,提高老年衰弱患者的平衡能力,并
促进了患者跌倒效能的有效提升。 高志鹏[28] 采用

八段锦干预,改善衰弱老年下肢力量的同时,提高了

患者对跌倒预防的信心,减轻跌倒恐惧心理。 因此,
针对跌倒风险感知过高的老年衰弱患者,医护人员

可根据患者身体情况引导其进行简单易行的运动训

练,改善机体功能和步态,提高患者对自身跌倒管理

的信心。
4. 3　 构建社会支持系统

　 　 研究证明,社区医护人员给予的定期访视及

关心,同辈的相互支持和鼓励,有利于提升老年人

对跌倒风险问题的重视及参与跌倒预防管理的积

极性[29] 。 此外,部分老年患者因记忆力减退、学习

能力下降等原因,在医护专业人员提供跌倒预防

管理的信息支持后仍对相关内容掌握不充分时,
老年人可通过在家庭成员和社会同伴的支持帮助中

对跌倒预防知识耳濡目染,逐渐充分掌握跌倒防护

知识[30] 。 因此,医护人员应做好定期随访,为社区

老年衰弱患者提供针对性的跌倒预防健康信息,并
帮助患者充分利用社会支持系统,让其关注自身跌

倒风险问题,提高患者对跌倒风险的敏感度。

综上,社区老年衰弱患者因躯体功能衰退等原

因跌倒发生风险较高,跌倒造成的后果严重影响社

区老年衰弱人群的预后。 不仅社区医护人员需要重

视该类人群的跌倒问题,患者也需要重视自身跌倒

高风险问题。 跌倒风险感知对社区老年衰弱患者主

动参与跌倒预防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今后有必要从

社区老年衰弱患者的角度感知跌倒风险等方面加深

研究,选择合适的评估工具进行探索,并结合该类人

群跌倒风险感知的具体水平进行针对性跌倒预防管

理,促进跌倒预防管理,从而降低社区衰弱人群的跌

倒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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