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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老年高血压社区慢性病管理中的应用

陈少丽*

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90

摘� 要：目的：探讨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护理在社区老年高血压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年�月至����

年��月社区��例老年高血压患者，回顾分析临床资料，给予健康教育和慢性病管理护理，观察社区干预前后患者血压

指标水平变化状况以及用药情况、饮食运动情况、血压自我检测情况，以此探讨患者依从性。结果：干预后，患者血

压指标水平较干预前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时，干预后患者正确用药、合理饮食、坚持运

动、可自我监测血压等方面较干预前均有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干预后，患者对护理满意度高

达�����%。结论：在社区老年高血压中采取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护理，可显著提高患者依从性，有效控制血压水平

促使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患者对护理满意度较高，具有较高的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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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血压临床上常见的一种慢性疾病，是指持续性或非同一天出现三次以上血压增高，收缩压�≥�����PP�+J，舒张

压�≥����PP�+J，可伴有心、脑、肾等器官的功能或器质性损害的临床综合征>�@。在老年人群中的发病率较高，流行

病学显示，

我国老年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高达��%。高血压具有高致残性，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其发病机

制尚不十分清楚，目前治疗方式主要是通过药物控制血压在理想范围，很多老年高血压患者并未充分认识到高血压的

危害性，不能坚持服药。这就需要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提高患者的依从性，确保患者的病情得到稳定控

制。本研究对所治疗的老年高血压患者给予健康教育，探讨其在慢性病管理模式中的应用及对高血压防治效果的影

响，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年�月至����年��月收治的老年高血压患者����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采取健康教育

护理和慢性病管理护理，其中男性���例，女性���例，年龄��a��岁，平均（����������）岁，病程�a��年，平均

（���������）年。

�����健康教育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药物治疗，定期门诊随访。健康教育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患者候

诊时，采用电子屏视频、小册子、宣传栏、讲座或医护人员口头进行健康教育，并对患者的主要问题进行重点讲解，

与患者交谈时，应多倾听患者的心声，观察关注情绪变化，站在患者的立场，帮助指导患者，语气诚恳，表达通俗，

不能训诫、批评患者。健康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高血压疾病知识：向患者讲解高血压的发病原因、危险因素及对靶器官的损害和临床并发症，如何进行低

危、中危、高危等级的管理等。

�������药物应用指导：药物治疗是目前高血压的主要治疗方法，但仅仅是控制血压稳定，而非治愈高血压，遵医

嘱坚持正确服用药物十分重要，告诉患者切不可自己凭感觉用药，自己量血压正常就不服药或自行盲目购药；指导患

者认真查看药物说明书，注意药物的不良反应等。

*通讯作者：陈少丽，����年�月，女，汉族，广东人，大学本科，中级全科医师，邮编������，邮箱����������

TT�F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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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方式指导：首先高血压患者应合理饮食，少食多餐，不食用或尽量少食用动物脂肪、软体动物、零

食、甲壳类食物，减少钠盐摄入，选用鱼类、豆类、瘦肉等高蛋白食物，多进食蔬菜和水果。另外，需戒烟戒酒，告

诫患者吸烟和喝酒都是高血压发病或病情加重的独立危险因素。

�������体育锻炼指导：根据自身状况选择适当运动方式，比如打太极拳、慢跑、快走或散步等，运动过程应循序

渐进，强度合适，心率控制在���次�PLQ以内。

�������心理指导：因疾病的困扰，高血压患者情绪难免有些焦虑和恐惧，这些因素可致大脑皮层兴奋，血管收缩

功能紊乱，血压升高；应多鼓励患者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并教会患者掌握一定的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观察指标

观察社区干预前后患者血压指标水平变化状况。血压指标包括：收缩压、舒张压。统计社区干预前后患者用药情

况、饮食运动情况、血压自我检测情况，以此探讨患者依从性。判定标准为：患者能够正确用药、合理饮食、坚持运

动、可自我监测血压为依从性良好，反之为依从性差。采用本院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进行评定，对护理人员护理态

度、护理质量、护理管理及护理技术进行评价，总分���分，以��分为临界值，分值越高，表明患者满意度越好。总

体满意度� �满意例数�总例数����%。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6366�����统计软件中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计数资料用率（%）表示，

采用�和F�检验，��������表示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所有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依从性情况

通过研究发现，护理干预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依从性显著高于护理干预前（��������），见表�。

表1��所有患者护理干预前后的依从性情况比较[�(%)]

时间 例数 规律用药 合理饮食 科学运动 自我血压监测

护理干预前 ���� ���（�����） ���（�����） ���（�����） ����（�����）

护理干预后 ���� ����（�����） ����（�����） ����（�����） ����（�����）

F� ����� ������ ������ ������

� ����� ����� ����� ���������

�����本研究患者社区干预前后血压指标水平变化比较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前，收缩压、舒张压分别为（������������）PP�+J、（������������）PP�+J；干预后，

收缩压、舒张压分别为（������������）PP�+J、（������������）PP�+J。经W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3��讨论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没有明显的症状，如头晕、头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因此对高血压没有足

够的重视>�@。随着病情的持续发展，高血压会导致部分患者出现严重症状，如头晕、头痛、视物旋转、颈项强直、失

眠、烦躁易怒等，对生活和工作造成极大的影响。甚至部分患者会因为骤然血压升高而导致急性危及生命的疾病，如

脑出血、高血压脑病等。长期高血压下，患者血压控制不良，会直接影响心脏、肾脏功能，同时导致血管损害导致动

脉粥样硬化，出现冠心病、脑血管病、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等全身疾病。由此可知，针对社区高血压老年患者开展健康

教育及进行慢性病管理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慢性病管理主要是指组织慢性病专业医护人员，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主动干预各种危险因素，积极宣

教疾病相关知识，使患者加深对疾病知识的了解，进而主动配合干预，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最终通过良好的自我管

理，改善健康状况，延缓疾病进展，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从而达到改善生活质量以及延长寿命的目的>�@。常规门诊慢

性病管理由于缺乏针对性，总体效果不理想。在本次研究中，针对某社区的老年高血压患者，通过开展健康知识讲

座、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介绍高血压相关知识，有利于提高其对疾病的认知程度，认识到高血压的危害以及规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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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血压自我监测的重要性；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对于心理较为脆弱的老年患者，有利于缓解其负性情绪，充分发

挥心理治疗效能；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为其制定个体化的饮食方案和运动指导，有利于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增强身体免疫力；同时，对患者进行用药指导和血压自测指导，有利于其及时掌握自身病情，避免不规范用药带来的

危害。结果显示，干预后，试验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试验组干预后

各项自我管理能力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老年高血压可通过健康教育护理结合慢性病管理护理共同治疗，其效果非常显著。健康教育护理是一种科学、综

合的教育模式，其疾病护理过程是连续性和动态性的，要求护理人员一定要主动与患者进行沟通和接触，在相应的时

间段向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知识宣教，故健康教育护理能够有效促进医患沟通>�@。健康教育护理可以设身处地为患者着

想，及时解答患者问题。由于护理项目是有计划的，不

容易被遗漏，护理人员能够化被动为主动，给予患者正确的指导，促进医护人员的成长，患者也更容易掌握知识

要点和技能>�@。运用慢性病管理护理可以提高患者满意度，由于其护理内容贯穿患者的生活环节，便于护理人员随时

掌握患者的血压情况，能够及时处理患者的血压问题，并且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从源头上预防。同时患者通过

健康教育充分了解降血压的目的和意义，明确其开展的必要性和可靠性，并通过慢性病管理方式有效治疗高血压，达

到双管齐下的目的。

结语：综上所述，健康教育以及慢性病管理在老年高血压中的应用价值显著，有效提高患者的依从性，改善患者

的平均收缩压和舒张压，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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