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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独居老人使用穿戴式防跌倒设备的体验,为有效预防跌倒提供参考。方法
 

采取目的抽样法对兰州市使用穿戴式

防跌倒设备的8名独居老人进行深入访谈,以Colaizzi七步分析法提炼主题。结果
 

共提炼3个主题:功能设置复杂不易掌握;穿

戴舒适性有待提高;不能根本解决跌倒问题。结论
 

穿戴式防跌倒设备预防独居老人跌倒有一定的效果,但使用体验仍待提高,需

帮助独居老人树立“以人为主,器具为辅”的综合性防跌倒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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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居老人是指未与配偶、子女或他人共同居住而

独自生活的老人。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进一步趋于老

龄化,独居老人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第六次人口普查

显示,我国独居老人已达1
 

443.97万[1]。独居老人

作为特殊弱势群体,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行动不便,起
夜次数频繁,加之身边长期无儿女亲属照顾等原因,
常会发生意外跌倒,轻则擦伤,重则骨折瘫痪。据相

关资料统计显示,跌倒已经成为我国独居老人致病受

伤的主要原因之一[2]。目前,针对老年人跌倒预防的

仪器设备主要有监测报警装置、可穿戴式跌倒监测系

统、静态平衡仪等多个种类[3-6]。国外该类设备从生

产规划设计到使用后的社会经济效益评估都比较成

熟,相关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也充分考虑到用户需求,
因而在预防老年人跌倒方面作用显著,使用率与满意

度高[7]。我国该类设备研发设计及应用起步较晚,由
于在功能设计、标准化建设、专业化配置上都存在不

足,使其普及较难,且对老年人使用穿戴式防跌倒设

备体验的关注不够。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探讨兰州市独居老人使用穿戴式防跌倒设备的体验,
以为降低使用穿戴式防跌倒设备的独居老人跌倒发

生率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于2017年2月至

2018年2月抽取兰州市5个社区使用穿戴式防跌倒

设备(该类设备属于腰间固定式,使用者主要通过6
个腰间粘扣固定点将设备固定在腰部,并可手动调节

粘扣宽松度)的独居老人作为访谈对象,样本量以访

谈资料达到饱和、出现重复访谈信息为止,最终选取

8名独居老人。纳入标准:使用穿戴式防跌倒设备的

时间持续3个月以上;能够较好表达并回忆使用经

历;年龄≥75岁;自愿参加并主动配合本研究。男6
例,女2例;年龄75~86岁;使用穿戴式防跌倒设备

3~5个月;家庭年收入均在10万元以上。
1.2 方法 研究开始前通过预访谈的方式对访谈内

容进行反复修删、调整,最终确定访谈提纲,主要包括

3部分:①您购买该类设备后是否经常使用? 使用效

果如何? ②您在使用该类设备的过程中遇到哪些麻

烦或者困难? 使用是否满意? ③您对提升使用该类

设备体验满意度及完善相关使用性能有什么意见或

建议? 征得设备生产厂家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确定兰

州市使用该类设备的独居老人数量及家庭住址等信

息资料。获得相关资料后,提前与有关社区管理人员

及独居老人本人电话联系,征得同意后在社区卫生工

作者的陪同下通过入户走访的形式展开本研究。访

谈前向访谈对象阐明本研究的意义及目的,以保证访

谈的保密性与真实性,征得访谈对象同意后签署知情

同意书(包括签名与摁手印两种形式)。研究者与访

谈对象协商确定访谈时间与地点,并充分尊重、认真

听取访谈对象的意见,确保访谈在一个较为舒心安静

的氛围下进行。整个访谈过程中对所获取的访谈内

容通过录音的方式予以保存,每次访谈时间控制在

30~45
 

min。每次访谈结束后,研究者24
 

h内将所

有访谈记录、录音资料全部转化为文字后在计算机上

予以保存并在 U盘中备份。采用Colaizzi七步分析

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反复阅读,初步整理出本次访谈中

出现频率较高的词句,并对这些词句进行编码、分类

总结,得出访谈对象的主要观点并予以辨析,提炼主

题,最后将提炼出来的主题返回访谈对象进行求证。
2 结果

共提炼出3个主题,分述如下。
2.1 功能设置复杂不易掌握 此类设备主要搭配手

机App使用,其通常将手机功能、监测功能和跟踪求

助等多项功能导入设备,最终导致界面呈现功能繁

多,老年人有效使用率受到严重影响,6名独居老人

反映不会使用穿戴式防跌倒设备。被访者 A:“这种

东西都是一些高科技、高精尖的物件,我们老年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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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都这么大了,有时候都会把儿子女儿、孙子孙女的

名字叫混,又怎么有那么好的记忆力记住这种东西怎

么用呢?”被访者B:“这种设备的功能设置太多了,什
么步态设置、振动频率设置,每次下床都要倒腾,真是

没啥耐心,还不如去公园散步、打拳来的实在。”
 

2.2 穿戴舒适性有待提高 穿戴式防跌倒设备虽然

起到随时监测跌倒的作用,但由于穿戴麻烦、舒适度

等问题,使独居老人的生活与活动能力受到限制。被

访者C:“我每天晚上起床上厕所的次数最少四五次、
最多七八次,每次起床都要先花上几分钟穿上它,好
不容易穿上,上个厕所几分钟后又要脱。”被访者D:
“每次去公园晨跑锻炼,都要把它紧紧地绑在身上,真
的很难受,还反而影响我活动。”

 

2.3 不能根本解决跌倒问题 穿戴式防跌倒设备的

作用或功能主要是对可能发生跌倒的数据、环境等情

况予以监督、检测、分析,然后通过警报等方式提醒使

用者有跌倒的风险,其工作原理决定了穿戴式防跌倒

设备只能起到事前预防的作用,但未能从事后的角度

解决独居老人的跌倒问题。被访者E:“这个东西比

较重,我把它绑在身上的作用就是可以保证我们走路

时不至于摇摇晃晃,结果还是跌倒了。”被访者F:“这
个东西虽然有跌倒风险提醒的作用,但我还是在上厕

所的过程中跌倒了,而且跌倒了好几次,没什么用

吧?”
3 讨论

3.1 改善使用性能,提高交互体验 由于独居老人

生理功能衰退,在操作智能设备方面不及年轻人,特
别体现在应对非常复杂的功能操作上。建议生产厂

家通过实地走访等形式了解独居老人对监测系统实

际使用情况及使用性能、使用方法的认知,不断收集

使用者意见;在现有条件下,将使用方法及使用性能

通过动态漫画或视频或现场示教等形式对独居老人

展示、宣讲,切实提高独居老人对可穿戴式跌倒监测

系统的认知水平,提高使用能力[8-9];此外,尽可能地

扫清老年人与产品系统进行交互的障碍,如触摸界

面、语音识别、姿势识别等,使智能设备与老人之间更

亲密、易用性更强。同时,独居老人也反映穿戴式跌

倒监测系统较重且穿戴较复杂,既增加老年人机体负

荷,也影响使用依从性。建议在系统紧贴人体的一侧

加入气垫等缓冲物,以减少监测系统在穿戴时对人体

造成的伤害。另外,穿戴式跌倒监测系统内部所配置

的传感器,易受到手机等辐射源的干扰,误报率较高,
建议在监测系统内部配置抗干扰设备,以降低监测系

统的误报率[10]。
3.2 转变社区医护人员跌倒管理理念 穿戴式防跌

倒监测设备的主要作用是对跌倒进行预警提示,虽可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跌倒发生,但若老年人对预警提示

不重视,仍会发生跌倒。因此,作为与独居老人接触

较多、联系方便的医务人员,社区医护人员不能完全

依赖监测设备预防跌倒,需转变“科技养老,器具预

防”的观念,树立“以人为主,人机结合”的防跌倒护理

理念,主动学习关于预防独居老人跌倒的基本常识与

因跌倒引发意外伤害情况的急救措施,通过“社区大

讲堂”等 多 种 形 式 进 行 集 中 授 课 并 形 成 长 效 机

制[11-12],将跌倒预防技能传授给老人,指导老人建立

安全的居家环境;此外,增进对独居老人的人文关怀,
从而有效、及时预防独居老人跌倒,避免意外发生。
4 小结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进一步趋于老龄化,将会有更

多的老人进入高龄体弱和独居阶段,成为跌倒的高危

人群。独居老人使用穿戴式防跌倒设备的体验仍待

改进,社区医护人员不能完全依赖设备,需要坚持“以
人为主,器具为辅”的跌倒预防原则与理念,以减少独

居老人跌倒等意外事件的发生,使独居老人保持较好

的健康状况和较高的生活质量,延长独立生活的时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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