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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深入了解脑卒中患者跌倒恐惧的心理体验，为临床护士实施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2022年6月至2022年10月，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贵阳市某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入住神经内科脑卒

中跌倒的患者，对研究对象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资料分析。结果：脑

卒中患者跌倒恐惧心理的体验共提炼3个主题：对跌倒恐惧的负性体验(恐惧、心理负担过重、担心再次

跌倒)，对跌倒恐惧的正性体验(提高自我管理意识、提高跌倒警觉度)，对跌倒恐惧应对策略的需求(知
识需求、照顾需求、外界支持需求)。结论：跌倒恐惧相关心理问题普遍存在于脑卒中患者中，针对脑卒

中患者跌倒恐惧心理，应及时正确评估脑卒中患者跌倒恐惧的负性体验并实施有效干预策略减轻患者过

度恐惧，加强健康宣教，提高患者对跌倒警觉度，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促进外界支持环境的形成，满

足患者多方面的需求。 
 
关键词 

脑卒中，跌倒恐惧，心理体验，质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the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of Stroke  
Patients’ Fear of Falling 

Na Li1*, Dan Liu2#, Feng Gao1 
1Gui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uiyang Guizhou 
2People’s Hospital of Guizhou Province,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Oct. 31st, 2022; accepted: Nov. 25th, 2022; published: Dec. 2nd, 2022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ns
https://doi.org/10.12677/ns.2022.116115
https://doi.org/10.12677/ns.2022.116115
http://www.hanspub.org


李娜 等 
 

 

DOI: 10.12677/ns.2022.116115 738 护理学 
 

 
 

Abstract 
Objective: To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of stroke patients’ 
fear of falling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clinical nurses to implement target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Methods: From June 2022 to October 2022, patients admitted to a tertiary care 
general hospital in Guiyang City with stroke falls were selected using a purposive sampling me-
thod, a one-to-half structured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with the study participants, and the data 
were analysed using the Colaizzi 7-step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Three themes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stroke patients’ fear of falling: negative experiences of fear of falling (fear, 
psychological overload, fear of falling again), positive experiences of fear of falling (increased 
self-management awareness, increased fall alertness), and needs for coping strategies for fear of 
falling (knowledge needs, care needs, external support needs).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prob-
lems related to fear of falling are common in stroke patients. To address the psychological fear of 
falling in stroke patients, it is important to correctly assess the negative experience of fear of fall-
ing in stroke patients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o alleviate excessive fear, 
strengthen health education, increase patients’ awareness of falling,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ac-
cidents,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n external supportive environment, and meet patients’ mul-
tiple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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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最新全球疾病负担分析显示脑卒中是全球第二大致死和致残原因，具有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复

发率、高致残率等特征[1]。脑卒中是我国居民首位致死原因，同时也是造成我国居民寿命缩减的第一位

病因[2] [3]。我国总体脑卒中终身发病风险为 39.9%，致残率高达 75% [4]。脑卒中会引发患者大脑神经

功能出现异常，导致患者出现活动障碍、视觉障碍等并发症，严重影响了患者正常的行动和社会交往活

动，而且增加了患者跌倒的风险[5] [6]。跌倒恐惧是指患者因认知、空间定位及肢体障碍而比普通人更加

容易产生跌倒恐惧心理，导致患者对跌倒持续关注从而产生减少活动，是患者一种心理上创伤，即跌倒

恐惧(Fear of Falling, FOF) [7]。有研究指出，50%的脑卒中患者在出院后 2 个月反复发生跌倒[8]，5%的患

者因为跌倒发生骨折及其他严重性损伤[9]，患者明显表现出恐惧、焦虑等情绪[8]。研究表明，跌倒恐惧

已经成为一个潜在的限制性因素影响患者的康复，跌倒恐惧使患者在进行某项行为活动时，因为害怕跌

倒而产生自信心不足和自我效能的降低，使患者产生焦虑、抑郁，减少活动甚至直接拒绝活动的想法或

行为，这不仅会影响患者肢体功能恢复，延长康复时间，还会影响患者正常社会交往活动，导致患者生

活质量降低[10] [11] [12]。因此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讨脑卒中患者跌倒恐惧心理体验，了解脑卒

中患者跌倒恐惧的影响因素，为今后临床上制定针对性护理干预措施降低脑卒中患者跌倒恐惧，预防脑

卒中患者跌倒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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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对象及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选择在性别、年龄以及文化程度上等方面存在差异，运用目的抽样法选取 2022 年 6 月至

2022 年 10 月于贵阳市某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的脑卒中患者为访谈对象。纳入标准：

① 诊断为脑卒中；② 有过跌倒经历；③ 国际跌倒效能量表(Falls Efficacy Scale-International, FES-I) [13]
得分 > 23 分者(该量表共 16 个条目，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法，总分为 16~64 分，23~64 分表明患者存在

跌倒恐惧，分数越高说明患者越害怕跌倒)；④ 能够正常进行沟通者；⑤ 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

①年龄 ≤ 18 岁；② 无法正常沟通；③ 合并其他疾病，不能下床活动者。样本量饱和原则以受访者回答

内容反复出现且无新的主题产生为标准[14]，本研究访谈最终纳入 14 例受访者，患者一般资料见表 1。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patient 
表 1. 患者的一般资料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文化程度 职业 是否独居 过去 6 个月跌倒

发生次数 FES-I 评分 

N1 男 47 本科 教师 否 1 28 

N2 男 59 高中 职员 否 1 35 

N3 男 60 小学 保安 否 1 44 

N4 女 70 小学 自由职业 是 2 33 

N5 男 69 初中 退休 否 1 28 

N6 女 75 小学 退休 是 2 48 

N7 女 66 高中 退休 否 2 40 

N8 男 72 小学 农民 是 1 32 

N9 男 79 初中 退休 是 1 46 

N10 女 73 高中 退休 是 2 56 

N11 男 65 本科 职员 否 2 46 

N12 女 58 高中 自由职业 否 2 53 

N13 女 74 文盲 农民 否 1 46 

N14 男 67 小学 工人 是 1 38 

2.2. 研究方法 

2.2.1. 资料收集方法 
根据受访者意愿和研究目的，以方便受访者为前提在安静、舒适环境中进行深入访谈。访谈前准备

一般情况调查表、录音笔、访谈记录本，每次访谈时间为 30~60 min，访谈前向受访者说明本次访谈目的、

意义、方法以及征得受访者同意后记录访谈全过程。访谈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观察力及亲和力，

在访谈前应进行心理疏导培训，以便在访谈过程中及时对受访者以及照顾者进行心理疏导，与患者建立

相互信任的关系，访谈过程中应及时观察患者情绪变化并及时记录。在患者病情及情绪稳定时进行访谈，

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能够控制自身情绪变化。访谈前进行文献回顾[9] [15] [16] [17] [18] [19]并且对脑卒

中患者跌倒恐惧心理进行调查，制定半结构式访谈提纲，内容包括：1) 您最近一次跌倒是什么时候？2)
发生跌倒以后，您心理上发生了什么变化？3) 您觉得跌倒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4) 您害怕跌倒

吗？您对跌倒恐惧有什么想法？5) 您是如何应对跌倒恐惧的？您觉得应该怎样更好的应对跌倒恐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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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上您还有什么补充的？ 

2.2.2. 资料整理与分析方法 
采用 Colaizzi 7 步分析法[20]进行资料的分析：1) 熟悉受访者所提供的所有资料；2) 阅读所有访谈

资料，识别具有实际意义的说法；3) 对重复存在的具有实际意义的观点进行编码；4) 根据收集的访谈资

料进行凝练，初步提炼出脑卒中患者跌倒恐惧心理体验 3 个主题；5) 界定并描述话题；6) 对比同类话题；

7) 将产生的结果返回给研究参与者，询问是否捕获到他们的真实想法。 

2.3. 质量控制 

访谈者在正式访谈前接受相关培训，熟悉掌握访谈技巧及相关注意事项。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研究

对象，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并且选取愿意分享自己对跌倒恐惧想法的患者，鼓励患者表达自己内心真实

的想法，对于不清楚或者有疑问的资料，应再次进行访谈。资料分析时由 2 名研究者独立对同一份资料

进行转录分析和主题提炼，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3. 结果 

3.1. 主题一：对跌倒恐惧的负性体验 

3.1.1. 恐惧 
恐惧是访谈过程中患者表现出最常见的负性情绪，所有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对跌倒恐惧。N3：“自从

上次跌倒以后，我现在都不敢下床走路，我觉得我肯定会跌倒，我还是好好的在床上躺着吧！要是再摔

倒了就更麻烦了。”N6：“我现在几乎不愿意太多走动，能不走动我就尽量不走动，我在下楼梯或者是

在有瓷砖的地上时候我都会很小心很小心，怕自己一不小心就摔了。”N11：“从上次跌倒以后我就特

别害怕再次跌倒，我每次走路都要盯着地面，我都不去人多的地方，我还特意买的防滑鞋，家里面地面

都保持干燥，光线不好的地方我都不敢过去，我怕有东西把我绊倒。” 

3.1.2. 心理负担过重 
跌倒是脑卒中患者常见的意外事件，严重影响患者正常生活。跌倒不仅会对患者身体功能造成伤害，

也会产生跌倒相关心理问题，患者往往会出现担心生活不能自理，担心跌倒后相关并发症等心理负担，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患者心理问题存在相关性。N14：“生病以后可以做的事情就少了，大部分时间都

在家里待着，以前还能散散步散散心，现在每天也没啥想做的，觉得生活没啥期待，反正也这把年纪了。”

N8：“我以前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每天还能下小区下面去溜达溜达，跌倒以后生活不是那么方便，我两

个女儿就轮流来照顾我，我感觉心里面很愧疚，觉得给她们添了很多麻烦。” 

3.1.3. 担心再次跌倒 
大部分患者表述自己害怕再次发生跌倒，并且担心跌倒后的后果。N5：“我现在真的已经很小心很

小心了，我担心的不行，要是再跌倒怎么办，我隔壁那个老头就是以为恢复的差不多了，突然有一天就

不知道怎么就摔了，哪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一个不小心就摔了，还是小心点好。”N9：“我在我们家楼下

溜达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个跌倒的，当时人就没醒过来，后面 120 来接走了，我也怕我摔了到时候昏迷不

醒、骨折，那样太可怕。” 

3.2. 主题二：对跌倒恐惧的正性体验 

3.2.1. 提高自我管理意识 
一些受访者了解并且重视跌倒的危害性，自我管理意识较强。N1：“因为我父亲曾经患过脑卒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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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治疗期间我照顾过他，医护人员向我们介绍过跌倒的危害性，所以我对预防跌倒非常重视。”N12：
“每次锻炼我都会选择人少的地方，或者安全的地方，像那些斜坡或者高的地方我都不会去，下雨天尽

量选择不出门，或者让我的家人陪同我一起，走路也一步一步的走稳，这样我比较放心。” 

3.2.2. 提高跌倒警觉度 
有几名受访者描述由于害怕跌倒，并且在知道跌倒的危害性后，主动地去了解如何预防跌倒，提高

跌倒警觉度。N2：“因为害怕跌倒，我就非常注意平常生活中细节，家里面都把那些容易绊倒的家具收

起来，鞋子也买防滑的，安装夜灯，平时我起身的时候都缓慢的起身，为了防止再次跌倒做了一些预防

措施。”N7：“以前我自己感觉不会跌倒，但是突然跌倒给了我一个教训，现在我经常和一些病友讨论，

了解他们跌倒的经历，和他们互相分享预防跌倒的方法。” 

3.3. 主题三：对跌倒恐惧应对策略的需求 

3.3.1. 知识需求 
对于一些文化程度较低、年龄较大的患者他们表现出对预防跌倒知识的茫然，因为害怕再次跌倒，

迫切希望得到指导。N13：“我以为这个病没那么严重，我都还能吃还能喝，我就没怎么注意，摔这一

次又来医院我才意识这个严重性，在医院有你们专业照顾，我害怕我回家以后又跌倒，你们赶紧多教我

一点平时我应该怎么预防跌倒。”N9：“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就摔倒了，现在我都不太敢下床活动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预防，所以干脆就不活动了，不然又要跌倒了。” 

3.3.2. 照顾需求 
多名受访者表示因为疾病因素，以往正常的角色功能缺失，生活中的需求得不到满足。N4：“跌倒

以后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躺在床上，有时候我想起来活动活动，但是身边没有个照顾我的人，我都摔倒第

二次了，我现在太害怕跌倒了，要是再摔就经受不起了。”N10：“要是你们能一直照顾我就好了，因

为我是一个人住，没有人照顾我，假如下次跌倒没有人发现怎么办？” 

3.3.3. 外界支持需求 
所有受访者都表示家庭与社会支持对自己的重要性。N2：“还好我老伴退休了，能一直照顾我，不

然都没有人照顾我。”N11：“我们社区工作者会定期来关心我，隔三差五的来陪我聊天，并且告诉我

有什么需求立即告诉他们，他们会想尽办法帮助我。”一些受访者在即将出院时，或者出院后表示对延

续性护理服务的需求。N1：“有时候我不方便来医院，要是可以通话电话上门以及你们随访那样就好了。”

N7：“虽然在医院你们已经告诉了我很多康复和预防跌倒知识，我还是想有专业的人陪我一起进行活动，

教我如何康复，也让家人轻松一些。” 

4. 讨论 

4.1. 正确评估脑卒中患者跌倒恐惧的负性体验并实施有效干预策略减轻患者过度恐惧 

本次研究发现脑卒中患者普遍存在跌倒恐惧心理，许多患者对跌倒过度恐惧，尤其是有过跌倒经历

的患者，担心跌倒再次发生，并发生不良后果。由于对跌倒过度恐惧影响患者日常活动能力，造成患者

心理负担过重，产生回避活动等行为。孙源[21]等对社区老年人跌倒恐惧与健康自评关系的研究表明，老

年人生活质量满意度自评结果与跌倒恐惧程度呈负相关。跌倒恐惧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在生活质量、自

身健康状况、睡眠质量等方面的自我评价满意度越低。熊芳芳[22]等对老年骨质疏松患者研究发现跌倒恐

惧与患者的生活质量显著相关，跌倒恐惧程度越高，生活质量越差。跌倒是脑卒中患者常见的意外事件

[23]，个体对跌倒体验经历具有感觉差异，针对不同个体，仍需要进一步制定综合性干预措施及针对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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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措施减轻脑卒中患者对跌倒过度恐惧。因此应及时正确的评估脑卒中患者跌倒恐惧的负性体验

并实施有效干预策略减轻患者过度恐惧。 

4.2. 加强健康宣教，提高患者对跌倒警觉度，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 

访谈发现，脑卒中患者对跌倒恐惧心理不仅仅是负性的，患者对跌倒恐惧会衍生出正性体验 ，一些

患者通过提高自我管理意识、自我效能来预防跌倒。查阅文献[24] [25] [26] [27]发现关于预防跌倒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护理人员治疗和预防为主，忽略了患者的主体地位。因此，应该以患者为主体，提供更有

个性化和针对性的预防跌倒措施，加强患者健康教育，提高患者跌倒警觉度，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 

4.3. 促进外界支持环境的形成，满足患者多方面的需求 

本研究发现脑卒中患者在居家康复和自我照护期间因知识缺乏，延续性护理服务不完善，家庭与社

会支持力度不够而造成大多数脑卒中患者过度恐惧跌倒，甚至有一部分患者因为害怕跌倒而直接拒绝康

复锻炼。胡佳惠[18]等研究表明家庭支持与社区老年脑卒中患者跌倒恐惧呈负相关，家庭支持对减轻社区

老年脑卒中患者对跌倒恐惧十分重要。另外，文化程度、是否有陪伴者、患者自我效能、是否有过跌倒

经历是社区脑卒中患者跌倒恐惧影响因素。因此，对于文化程度不同患者应进行不同健康教育方式，教

育患者应该重视预防跌倒并了解跌倒的危害性，对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告知家属家庭支持对减轻脑卒中

患者减轻跌倒恐惧的重要性，并且为脑卒中患者完善社区居家照护体系，满足患者多方面需求。 

5. 结论 

脑卒中患者对跌倒普遍存在恐惧等负性体验，护理人员应该重视患者对跌倒的恐惧，关注患者多方

面的需求，提高患者预防跌倒的自我效能，引导患者行为、态度、认知的改变，为其制定针对性的预防

跌倒护理干预措施，如利用智能信息技术可穿戴预防跌倒设备对现实生活中的跌倒事件进行动态的监测

和预警、根据患者跌倒风险高低进行管理、进行运动训练(如平衡和步态训练，抗阻训练等)、改善环境、

使用辅助设备、药物使用(补充钙等)、培训护士以及主要照顾者预防跌倒意识，提供居家照护延续性护理

服务，减轻患者过度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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