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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护理干预在老年高血压病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分析

林应芳，寇潇月，陈雪梅，刘晓琴，范世娟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中医医院，四川成都，610500)

摘要：目的探讨系统护理干预在老年高血压病患者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收集入院的100例老年高血压

病患者随机分为2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则加施系统护理，比较2组患者治疗前后治疗依从性、血压、血

糖、血脂水平、社会支持情况、高血压知识评分与满意度。结果实验组患者干预后依从性评分显著性高于对照组，sBP、DBP

与2 h PPG水平均显著性低于对照组；干预后，社会支持总分显著性高于对照组；K得分、A得分与KAB总分显著性高于对照

组，B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满意度总体评价显著性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系统护理干预在

老年高血压病患者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显著，借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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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ro expIore the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elder-

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Ⅵethods A total of 100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01 group were giVen IDutine nursing，and patients in

the exped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ystematic nursing． Compliance，blood pressure，blood du—

cose，blood lipid level，social support，hypertension knowledge score and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lIlts The compliance after intervention in the exped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SBP，DBP and 2 h PPG levels were signi6eantly

10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total score of social support after inter、rention was signi6一

cann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K score，A score and KAB scores of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and B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01 group．The overaU satisfaction of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尸<0．0 1)． Condusion Nursing eff色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eldedy patients with hypenension is significant，and it has draw great signifi-

CanCe．

KEY WoRDS：systematic nursing；elderly hypertension；satisfaction

高血压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慢性疾

病，可引发多种严重疾病，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

康‘¨。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临床门诊与住院治

疗无法长期有效控制血压水平，服药依从性更不

能得到保证，因此在患者出院后的护理行为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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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系统的社区护理干预将具有

一定的现实意义[2I。本研究探讨系统护理干预

在老年高血压病患者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现

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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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2015年3月—2016年3月人院的100

例老年高血压病患者，随机分为2组，每组50例。

所有患者均满足1999年WTO／ISH的高血压病诊

断标准。排除标准∞J：①严重失访风险患者；②

合并意识、认知、语言障碍患者；③合并精神疾

病患者等。实验组患者男26例，女24例，年龄

60—77岁，平均年龄为(66．1±3．5)岁，病程2～

11年，平均病程(4．6±1．6)年；对照组患者男29

例，女21例，年龄6l～80岁，平均年龄为(67．2±

5．3)岁，病程3～10年，平均病程(4．4±0．9)年。

2组患者性别、年龄与病程等一般情况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J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护理，即血压测定技能

培训、健康教育、健康档案建立、心理干预、用药操

作、电话随访与饮食指导等。实验组患者则在以

上基础上加施系统护理，具体内容为：①人户访

视：每2周对患者进行一次入户访视，共分为3个

阶段，第l阶段主要以健康教育为主，携带高血压

健康知识手册、血压仪、听诊器等设备，讲述高血

压病的危害、遵医用药的必要性、血压监控培训以

及影响服药因素等方面的内容，记录患者回答表

现，如学习到哪些知识、作出哪些行动以提高服药

依从性与血压控制目标设定；第2次巡视主要以

巩固第1次访视内容为主，对相关知识进行回顾

与提问，并邀请家属参与服药监督，提高患者服药

意识；第3次以及以后的访视主要以提高患者意

识、解答疑惑与解决问题为主，并戒除患者不良生

活习惯。②社会支持：定期组织社区健康讲座，

邀请社区内患者参与，发放《高血压防治手册》与

《高血压健康生活指南》；组织社区活动，并鼓励

患者参与其中，以专业化讲解巩固患者知识水平；

组织人员免费至社区测量血压，并传授控制血压

经验，提供免费个人咨询站，提高义诊强度等。③

运动干预：在监护人员陪同下，组织患者群体于早

8点到达运动场地，在领队人员指导下进行

10 min有氧热身运动，并以健步走的形式中等强

度运动30 min，最后再以5 min慢走结束运动，运

动完毕后了解患者身体状况，并询问感受，记录在

健康档案中，待患者熟悉运动强度后行运动干预

标准化。

1．3检测方法[4]

依从性采用加州大学Morisky服药依从性量

表(MMAS一8)进行测定，分数越高代表依从性越

高；社会支持情况参考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分数越高代表社会支持越高；高血压知

识情况参考高血压相关知、信、行量表(KAB)，其

中K、A得分越高与B得分越低说明相关知识水

平越高。满意度参考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共计

50分，其中≥45分为非常满意，35～44分为一般

满意，25～34分为略表不满，<25分为不满意。

2 结 果

2．1 2组患者治疗前后治疗依从性、血压、血糖

与血脂水平比较

实验组患者干预后依从性评分显著高于对

照组，SBP、DBP与2 h PPG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1)。见表1。

2．2 2组患者干预前后社会支持情况比较

实验组患者干预后社会支持总分显著高于对

照组(P<0．01)。见表2。

表1 2组患者治疗前后治疗依从性、血压、血糖与血脂水平(i±s)

与干预前比较，{{P<0．01；与对照组比较，##P<O．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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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组患者干预前后社会支持情况(；±s)

与干预前比较，$}P<O．Ol；与对照组比较，蝌P<0．0l。

2．3 2组患者治疗前后高血压知识评分比较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B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实验组患者干预后K得分、A得分与KAB总 (尸<0．01)。见表3。

表3 2组患者治疗前后高血压知识评分(；±s) 分

与干预前比较，{十P<O．01；与对照组比较，##P<O．01。

2．4 2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非常满意27例，一般满意19例，略表

不满4例，无不满意患者；对照组非常满意16例，

一般满意20例，略表不满12例，不满意2例。实

验组患者满意度总体评价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1)。

3讨论

据最新流行病学资料。5。o显示，全球约有10

亿人患有高血压病，其中中国约有2亿患者，其发

病率以1000万人的速率逐年上升，现已成为中国

最严重的慢性疾病之一。中国60岁以上人群高

血压患病率高达49％，控制率却低于10％，如不

予以重视将可导致心、脑、肾等重要器官严重并发

症，甚至危及生命，因此在临床上较受重视旧。9J。

针对该病的治疗与控制，临床上主要采用药物干

预，有研究¨0‘111指出，药物所致的收缩压下降

5 mmHg，可使心衰发生率下降21％，而下降

10 mmHg，可使脑卒中发生率下降33．3％，如服

药不规律或中断，将可大幅度降低治疗效果，因此

服药依从性是控制高血压病的关键。

对于老年高血压病患者而言，门诊与住院治

疗无法长期有效控制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与血压水

平，因此需要长期而有效的社区干预¨2。13。。目前

主要的社区干预包括健康教育、个体化施护、自我

管理与家庭参与等措施，加上传统护理操作中的

心理干预、电话随访与饮食指导，虽可有效控制部

分患者的血压水平，但已无法满足现阶段临床患

者的医疗需求。14—5。。系统的社区护理是目前临

床上针对高血压院外护理方案中最受欢迎的护理

模式之一，相对于传统护理额外施以入户访视、社

会支持与运动干预，以提高健康宣教力度与监督

强度，并鼓励周围社区积极参与，营造良好的血压

控制气氛，提高患者对于疾病的知、信、行，并以运

动的方式调理自身机体生理过程，改变良好的生

活节奏‘16‘1 7。。

本研究为探讨系统护理干预在老年高血压病

患者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将本院100例患者

进行了随机对照研究。数据显示，实验组患者干

预后依从性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充分体现系统

护理干预后，通过一系列的监督强化与社会支持，

使患者服药意识更高，更加信任护理人员；sBP、

DBP与2 hrPPG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说明系

统干预对稳定血压水平的积极作用，使血压稳定

在较低水平，也间接说明降压药物的高效性，说明

只要通过科学的服药，即可达到显著的控制效果；

干预后社会支持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社会

支持的提高有助于疾病的控制，使得生理、心理与

社会医疗模式的不可分割，也体现社会参与对血

压控制的积极作用；干预后K得分、A得分

与KAB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B得分显著低于

(下转第7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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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面)

对照组，可以看出，系统护理中的院外随访与集体

式教育可大幅度提高患者的相关知识水平，提升

患者意识与行动科学性；满意度总体评价显著优

于对照组，通过系统的护理操作，使患者以及家属

更加信任医疗人员，使服药更具有积极性，形成良

性循环，进而使满意度大幅度提升。可以看出，系

统护理可显著提高服药依从性，稳定血压与血糖

水平，积极鼓励社会支持，提升整体认知水平，从

而提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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