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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的预防 

 
 

授課計劃時間：75 分鐘 

課堂及小組 ：30 分鐘 

學習活動  ：30 分鐘 

反思與自省 ：15 分鐘 

 

教學目的 1) 讓照顧者認識導致長者跌倒的原因。 

2) 討論跌倒後可能引致的殘障狀況 

3) 介紹家居環境的安全, 以預防跌倒意外的發生。 

 

學習目標 於完成此課題後，學員應能夠： 

1) 討論長者跌倒的成因及後果 

2) 討論及正確使用家居和院舍預防跌倒的措施 

3) 有效地作出準確的家居危機評估 

4) 討論跌倒的正確處理法 

 

課程內容 1) 導致長者跌倒的原因 

2) 跌到可能造成的後果 

3) 跌倒的評估 

4) 預防或減少老年跌倒的措施 

 

 

建議學習活動 
          活動            目的 

1. 個案研究： 李婆婆跌倒了 討論跌倒的處理法 

2. 家居危機評估練習 處理家居危機 

 
教學資源清單 

講義及筆記 

講義/筆記 內容 用途 數量 

講義 第十九講 授課講義 1 

學習活動 個案研究：李婆婆跌倒了 小組活動 1 

評估表 環境危機評估 照顧技巧練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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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活動物資 

輔助器材 內容 用途 數量 

網絡視頻  小組討論 1 

 

課堂評估 

1. 堂上小組研究的即時回應 

2. 堂上小組練習的問題、學員自我評估 

3. 培訓員評估 

4. 學員在反思討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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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一) 跌倒與殘障 

 

跌倒的原因 

 

 跌倒是與老化有關的一個 嚴重而又 常見的問題。 

• 據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的報告，每年有超過三分之一的長者（65 歲以上）

有跌倒的經歷。 

• 對於長者來說，跌倒是導致傷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並且是導致非致命性傷害

和受傷住院 常見的原因。 

 

 很多長者或照顧者以為跌倒純屬意外。其實﹐除了環境因素外，長者跌倒其實是

某種潛在問題的徵狀, 例如：某長者一向能夠獨自步行前往洗手間, 並能在沒有督

導的情況下坐上廁盆。某天她被發現跌倒，坐在地板上, 無法召援。 

 

 引致這次跌倒的原因可分為： 

  1.外在的原因 

• 泛指不安全的環境所引致的意外﹐如濕滑地面、不平的地面、黑暗的光線、

擺放混亂的雜物等。 

• 亦可能是由於環境改變﹐長者不熟習或未能適應轉變。例如：遷往新居﹔

新遷入老人院舍或醫院; 家中家具位置的移動。 

 2.內在的原因 

•  指長者本身因老化引致步履不穩定﹐平衡不良。 

•  或是長者患有疾病但未被察覺﹐如小中風﹐引致短暫性失去知覺而跌倒。 

•  長者亦可能受藥物的影響而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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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的因素 

外在因素 
1. 環境 

 
 
 
 
 
 
 
 
 
 
 

1) 室內燈光不足 

2) 浴室或樓梯缺少扶手的安置 

3) 廁所座椅過低 

4) 重複性花紋過多的地毯，影響感官空間的定向感 

5) 地面不平 

6) 地毯鬆脫 

7) 不穩固的傢具 

8) 地面濕滑 

9) 傢具位置經常變換 

10) 室內障礙物過多 
11) 扶手設計不良 

12) 扶梯(電梯)設計不好 

13) 人多進出的地方 

2. 轉換新環境, 例如 : 搬家、轉院、換房 

3. 助行不適當或功能不當 

4. 陽光刺眼 

5. 活動類型, 例如 : 走路、上落樓梯、床上轉身 

 
內在因素 

1. 與老化有關 

 

 

 

 

 

 

 

 

 

1) 視力的減退(白內障、視野縮小、 適應力變差) 

2) 姿位性低血壓 

3) 感官知覺變遲鈍 

4) 聽力減弱 

5) 平衡功能漸失 

6) 肌肉緊張增加 

7) 中樞神經對知覺刺激(接受)的處理能力降低 

8) 反應時間增長 

 

2. 與生理、健康有關 

 

 

 

 

 

 

 

1) 心肺功能受損(充血性心衰竭、心律不整、慢性肺部疾病) 

2) 精神狀況轉變 

• 精神混亂 

• 神志不清 

3) 足部問題(繭、弓形足、腳趾甲過長、不合腳的鞋子) 

4) 藥物 

• 利尿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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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抑鬱藥 

• 安眠藥 

• 降血壓藥 

5) 酒精、毒品用量過多 

6) 營養不良 

7) 脫水 

3. 與疾病、殘障有關 

 1) 疾病 

• 中風 

• 心臟病 

• 柏金遜症 

2) 認知能力失調 (缺乏安全警覺) 

• 癡呆症 

• 抑鬱 

• 焦慮及恐懼 

3) 骨骼肌肉的疾病:  

• 關節炎及關節變型 

• 骨質疏鬆症 

• 肌肉病變 

• 曾經做過關節置換術 

4) 失明 

5) 聽覺功能受損 

 
表一：導致長者跌倒的因素  

 
因此，引致跌倒的成因實在是多元化的。  

 
 

 
 
 
 
 
 
 
 
 
 
 

圖二：引起跌倒的成因  

存在因素：  
正常老化轉變急性、慢

性疾病心理、情緒狀況  
藥物影響、身體限制  

環境因素： 
環境危機  
活動危機  
跌倒時所從事的活動  

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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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二) 跌倒可能造成的後果 

 
生理上 

 
1. 受傷、住院甚至意外死亡。 

2. 骨折: 通常為骰骨、脛骨、盆骨、肋骨、撓骨骨折 

(注意 : 患有骨質疏鬆症的長者, 可能不需要實際跌倒在地上, 只是跌倒的衝力

便足以令她的盤骨折斷) 

3. 跌倒後骨折雖然已經治療康復, 但步履可能會變得不穩及難於平衡身體, 以致步

行在有困難  

4. 身體殘障 

5. 需使用助行工具 

6. 因腦震盪導致暈眩及痛楚 

7. 潛在疾病復發, 例如: 輕微中風, 引致失去知覺及下肢無力。 

8. 睡眠失調 

9. 失去自我照顧能力 

10. 為防再次跌倒, 刻意減少活動, 使活動能力愈來愈差 

 
 

心理上 
 

1. 抑鬱, 對自己的殘障感到不開心 

2. 精神緊張、恐懼及焦慮, 害怕再跌倒, 甚至拒絕步行 

3. 倚賴, 自覺缺乏自我照顧能力 

 

 
社交上 

 
社交圈子縮窄, 變得孤獨 

 

 
財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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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接受治療而增加開支 

2. 入住老人院 

3. 需要購買復康用具, 如助行器、輪椅 

 
長者可能因一次跌倒引致永久活動能力下降﹐不能自我照顧。通常跌倒多是會重覆

發生的。 
 
 

    
 
    

  
     

 
 
    

  
   

 
  
 
      

   
   

 
 
 

 
 

三：跌倒的惡性循環圖  

 
 
 

 
 
 

 

跌倒  

恐懼再次跌倒 
 

刻意減低運動
量 

身體狀況衰
退 

活動能力及自我照顧減弱 

肢體軟弱 

應有的反應減弱 

增加跌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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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三) 跌倒評估 

正如上述引致跌倒的原因是複雜的﹐故此﹐整體的跌倒評估很重要，這評估主要是

協助找出原因，並加以糾正，以防再次跌倒。 
 
 全面的評估包括： 

• 病歷 
• 身體檢查 
• 活動能力評估 
• 環境危機評估 
• 診斷性的測驗 

 
 
 
 

1. 這些評估應由專業醫護人員施行 

2. 照顧者可協助提供有關長者的資料及意外發生的情況，包括： 

• 事發長者的徵狀﹐例如：頭暈、心跳、氣促、神智不清﹐失去知覺、

抽搐、大小便失禁、嘔吐。 

• 過去一年內有否跌倒記錄 

• 跌倒地點 

• 跌倒時所從事的活動 

• 跌倒的時間及躺臥在地上的時間 

• 跌倒所引致的損傷 

  

   
 
 
 
 

 
 
 

 

照顧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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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四) 預防或減少長者跌倒的措施 

現時有不少的照顧者可能正採用約束衣來預防長者跌倒，其實這並非 佳辦法, 

外國一些地方甚至已經禁用。預防或減少長者跌倒的措施,還有其他方式可選擇，照

顧者不要一旦覺得長者有機會跌倒，就認為應該約束他才能確保安全。 

 

好的預防跌倒方法就是與長者作一次完整評估，及瞭解整個環境對長者生活

的影響。 

 
 
 

 
1. 不要隨便使用約束衣, 以免造成長者的恐懼 

2. 正確的預防方法是危機的重整 

• 依據專業醫護人員的評估找出原因﹐並加以糾正﹐如藥物處理﹐急性

或慢性疾病的治療 

• 依據環境危機評估結果﹐把起居環境改善﹐達至安全居室的目標。 

 
 

照顧目標 
 

1. 清除室內外通道的障礙物 

2. 長者能使用適當的輔助用具活動或轉位 

 

 
措施 

 
1. 評估長者步行的情況、平衡感和會引致跌倒的危險因素，並尋求專業

人士, 如醫生、物理治療師或職業治療師的協助和指導改進措施。 

 

醫生 

• 為長者進行跌倒風險評估（包括病歷、身體檢查等），找出引致跌倒

的風險或原因，對症下藥。 

• 檢查視力及跟進眼疾 

照顧貼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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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藥物所引起的副作用，從而作出改善（如更改藥物）1 

• 評估長者的精神情況 

• 按情況需要，轉介至專家跟進處理 

 

 物理治療師 

• 評估長者的身體活動能力、肌肉力量 

• 指導長者運動，以強化肌力，矯正姿勢，增強關節功能及改善下肢力

量，促進平衡。 

• 處方合適的助行器。 

• 為失禁者知道盤骨底肌運動，以控制病情。 

 

 職業治療師 

• 評估長者的身體功能，檢視日常生活模式和起居習慣等以找出需改善

之處。 

• 按個別需要安排家居探訪，實地評估家居環境及提出改善建議。 

• 指導使用輔助器具，如浴缸板、長柄輔助器、關節保護褲。 

• 教導護老者協助長者轉移及扶抱技巧。 

 

 營養師 

• 檢討日常飲食和提供指導，以維持強健的體魄及預防骨質疏鬆症。 

 

 2. 加強長者及照顧者的教育﹐指導跌倒的預防方法 

 

 自理，家務要穩 

• 身體動作 

不應高估自己的能力，轉換姿勢時，動作宜慢不宜快（如起床、站起來）；

特別要確保如果長者有能力，要緩慢地上下樓梯。 

  一些要求一定平衡力的動作，例如穿褲子，不宜站著做。 

• 減輕體力消耗，多坐少站 

坐下做家務，例如燙衣服、預備飯菜等； 

安排交替進行輕省及粗重的家務，減少體力透支； 

物品要容易提取：放在合適的位置（如肩至腰高度），尤其是常用的流動

電話、皮包、鑰匙和衣服等。 

• 避免經常舉高蹲低 

• 避免高危動作，有需要就請別人幫忙 

                                                
1 特別是止痛藥、安眠藥、抗焦慮藥物、抗过敏药(例如 Benadr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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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輔助工具： 

(a)長柄取物夾、長柄鞋抽和穿襪器； 

(b)助行器：助行架、四爪叉、拐杖；通常把助行器放在椅子旁邊，

便於起身行走。 

(c)髖關節保護褲：一旦跌倒可以降低骨折的風險。 

(d)如有必要，戴上眼鏡 

• 限制長者的酒精攝入量 

• 在躺下五分鐘以上再起身時，需要測量血壓和脈搏。 

 

外出時提高警惕 

• 避免一心二用或太匆忙 

• 上落人行道、扶手電梯等要特別小心 

• 經常騰出一隻手以便應變 

• 如果人行道上太滑，讓長者走在草地上 

• 如若地上結冰，在地上撒上鹽，降低長者在外出時跌倒的危險。 

 

3.協助長者穿著大小適中的衣物 

 

衣物 

• 要稱身，不宜太長太闊 

• 要易於穿脫（尤其是失禁者的褲子） 

• 避免讓長者穿太長的睡衣 

 

鞋履 

• 尺碼要舒適且合適 

• 鞋子一定要是平跟的 

• 鞋底採用較硬及防滑物料 

• 如鞋底已磨到光滑，便應更換 

• 不應穿拖鞋或只穿襪出外 

• 確保鞋帶綁妥，或穿有“方便鞋”設計的鞋子（如用魔術貼、拉鍊） 

 

4.加強長者的體能活動 

 

• 可求助於專業物理治療師﹐指導特別強健肌肉、關節、平衡及協調的

運動。 

• 照顧者亦可鼓勵長者多作適合長者的活動﹐如：太極、游泳等﹐以強

化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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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者當坐上一段時間後﹐站起來想開步時每每有種力不從心的感覺﹐

尤以退化的關節 明顯﹔可以嘗試在站立前蹬直幾下膝關節和活動

足踝﹐以作熱身。 

 

5. 評估及減低環境造成的身體活動或視覺上的障礙。採取環境改善措施，

能夠讓長者自在的活動 

  

 （1）地板  

 

• 地板材質應以防滑為首選﹐舊有建材可考慮使用化學處理以增加地板磨擦

力。 

• 需要打蠟的地板﹐應使用防滑地蠟。 

• 室內各處 好是同一平面﹐如果無可避免的有高低落差時﹐應設計對比顏

色來區分﹐或在高低界面處貼上鮮明色帶提示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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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內盡量少用門檻﹐其高度好低於一英寸﹐顏色亦要與 地板不同。 

 

• 濺濕了的地面要立刻抹乾。 

 

（2） 房間燈光 

• 長者需要充足、柔和不刺眼的光線；改善昏暗環境﹐ 簡單的方法就是換

上較強力的燈泡或光管﹐並加上燈罩。 

• 暗淡的環境容易被家具物件絆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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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插頭 

• 插頭應安裝在適當的位置 

• 夜明安裝在通道走廊、樓梯口等地方﹐在黑暗中有如燈塔一樣。 

 （4）電器 

• 電器拖線不要橫越通道 

  

（5）地氈 

• 要平放﹐皺摺則容易絆倒。 

• 宜用膠防滑墊﹐不宜使用布或軟身地氈。 

• 修理磨損、或裂開的地毯，粘貼、或是釘住捲曲的地毯邊角或邊緣； 

• 在小張地毯下放置防滑墊，或把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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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家具 

(a)椅子 

• 穩固﹐不易翻倒； 

• 合適高度﹐坐著時雙腳可平放地上； 

• 足夠承托力的坐墊 

• 有長扶手﹐可輔助站立和坐下； 

• *容易凹陷的梳化不適合長者﹐因站起時會造成困難。 

 

  (b)茶几/ 矮凳 

• 視野縮窄了的老人家﹐對一些低矮的家具未必容易察覺到﹐所以茶几、凳

仔等切勿放在通道； 

• 而購買時﹐應選擇一些和地板不同顏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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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睡房 

(a)床頭燈 

• 方便半夜起床時照明。如不能安裝床頭燈﹐可用手電筒代替。 

  (b)床的高度 

• 確保長者的床的高度以坐著時雙腳可平放地為準，讓其能夠輕易從床上站

起。一般約十八英寸。 

• 床邊的墊子可以幫助減輕長者滾下床造成的傷害。 

 

  (c)床墊 

• 要有足夠承托力；太厚和太軟的床墊除了對脊椎健康不利外﹐轉身

和坐起會較吃力﹐若費太多氣力才能起床﹐會影響步行﹐而坐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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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亦容易滑下。 

 （8）廚房 

• 常用的物品應放在順手位置﹐高度介於髖關節與肩之間。 

• 經常保持地面乾爽。 

• 去水盆經常濺濕的地方可鋪上防滑膠墊﹐防止濕滑。 

 （9）廁所 

• 扶手可幫助站起和坐下﹐減少危險。不同類型的扶手適合不同的環境。 

• 直立和橫向的固定扶手 

 

• 活動扶手可以摺起，節省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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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廁邊扶手鑲在座廁上，容易安裝 

• 加高座廁，方便站起和坐下 

 

 

 

 

 

 

 

 

(j) 浴室 

 

 

 

 

 

 

（10）浴室 

• 確保浴室沒有過度溢出的水漬、地上沒有垃圾； 

• 在浴盆、或是淋雨間地面安裝防滑道、防滑墊； 

• 不能久站的長者﹐可安裝座板、摺椅及浴缸椅以便坐著洗澡，減少滑倒危

險。 

防滑墊 

浴缸座板 

浴缸邊扶手 

浴缸椅 

摺椅適合狹窄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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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使用會導致地滑的沐浴油；如有可能，把塊狀的肥皂換成固定在牆上

的取沐浴乳器。 

 

（11）樓梯 

• 假如不幸在樓梯跌倒﹐後果可能非常嚴重﹐任何會對使用者構成危險的地

方﹐必須加以改善。 

• 樓梯需要充足照明﹐而兩頭都應該設有燈掣﹐方便進出時開關。 

• 在臺階邊緣貼上鮮豔的顏色，易於與分辨。 

 

 

 

 

 

 

 

 

 

 

 

• 樓梯兩旁應有穩固扶手，樓梯兩段也應設有燈掣。 

• 扶手的兩端應該比樓梯長些﹐增加上落時的安全。 

級邊應與樓梯其他部
分容易分辨出來 

 

頭尾兩級貼上鮮色
膠條﹐以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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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凸邊的梯級容易絆倒長者﹐尤其中風後足踝活動不良的人土。 

• 補救辦法可填上木板 

• 鋪有地氈的樓梯﹐如發現地氈皺起﹐必需拉平。 

• 破梯級要盡快修理。 

 

 （12）通訊設備 

• 確保電話放置在長者床邊或凳子邊易於接觸到的地方； 

• 給長者配置一個無線電話，供長者跌倒時打電話求助； 

• 凳子、床邊、廁所邊可以安裝警鈴，以防長者在無人看護的情況下起身時

跌倒。 

 

6. 快速應對跌倒： 

(a)如果長者開始摔倒，試著把他輕輕的放倒在地上，在這個過程中不要傷害自己。 

(b)當你在查看受傷情況時，保持長者靜止不動。 

(c)如果長者已經摔倒在地上： 

• 詢問長者是否認為自己能夠安全地站起來； 

• 如果長者已經無法回應，立即撥打 911； 

• 如果長者能夠回應，不要立即搬動他／她。檢查流血情況，讓他／她盡量

舒適地躺在地上，但確保不要移動任何可能產生影響的身體部位； 

• 撥打 911，護理人員在到達時會衡量傷亡情況。 

• 如果長者住在老人院等環境，應立即通知監護者和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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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一) 

 

  個案研究：李婆婆跌倒了﹗ 

 

  

李婆婆今午感到天氣和暖, 正好沐浴。女兒今午休假在家, 正在看電視, 與

女兒打過招呼後, 便獨自進入浴室。女兒看電視正入神, 不覺時間溜走；節目完

畢後, 伸個懶腰才發現母親仍未出來。於是叩門詢問, 但只聽到水聲不見回應, 慌

忙下推門進入, 見到李婆婆跌坐在地上, 失去知覺。女兒大驚, 手足無措, 不知

如何處理才好。 

 

培訓員請學員分組討論：假如你是李婆婆的女兒(照顧者), 你會： 

(a)如何處理李婆婆? 

(b)如何求救? 

(c)如何提供資料給醫護人員作診斷? 

 

於討論後請各組匯報, 培訓員帶出跌倒的家居處理及鼓勵學員依據自已的經驗

作出分享、引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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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二) 

 

  環境的潛在危機評估表 

以下為一些基本提示, 培訓員亦可根據〈參考資料(二): 導致長者跌倒的因

素〉提示照顧者 

培訓員請學員分組﹐每組給予照片一套(家居或院舍)﹐請組員就照片的環境

依指示作評估﹐並請學員提出改善的措施。 

 

 

       一般環境 

 

         廚房 

1. 照明是否足夠? 1. 地上有否洗潔精或水? 

2.2 扶手是否足夠? 2. 電線是否會令人絆倒? 

3. 地毯是否容易移動? 是否容易令

人絆倒? 

3. 地毯是否容易移動? 是否容易令人

絆倒? 

4.  電線是否會令人絆倒? 4. 鞋底是否防滑? 

5. 腳 會否令人絆倒? 5. 食物存放的位置是否高? 

6. 通道是否有雜物阻塞? 6. 梯級/門欖 

7. 傢俱擺設會否令容易絆倒?   

    

          浴室 

 

         睡房 

1. 扶手是否足夠? 1. 床的高度是否合適? 

2. 廁板是否穩固? 2. 床的位置是否容易令人絆倒? 

3. 浴缸是否有防滑墊? 3. 地毯是否容易移動? 是否容易令人

絆倒? 

4. 照明是否足夠? 4. 照明是否足夠? 

5. 水龍頭高度是否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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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預防 
 

 

目的:   在下課前以 15 分鐘回顧本講要點, 總結課堂體驗。 

過程:   1. 4-6 名照顧者一組, 每組各選一人擔任帶領者 

2. 小組討論前, 大家安靜下來, 各自反思以下《反思話題》 

3. 每組分別討論《反思話題》, 各組可負責不同的話題  

4. 各組輪流由帶領者向全體匯報, 及向其他小組作出回應  

可選擇下列兩種形式進行: 

(i)按組別輪流匯報所有話題, 別組作出回應; 或 

(ii)按不同話題, 每組輪流匯報及回應 

5. 培訓員就剛才照顧者的匯報及回應, 整合成重點和總結 

 

反思課題: 

1. 長者跌倒是否純屬「不小心」，有甚麼原因引起跌倒的意外? 

2. 「跌倒」會對長者「身心、社交」做成甚麼不良影響? 

 

  

 

 

 

 

 

 

 

 

 

 

反思與自省反思與自省   
 

本講要旨 

長者跌倒的原因是多元化的，照顧者應對長者作全面評估，再採取

正確預防措施，以防止跌倒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