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护理                                                                                  2024 年第 5 卷第 8 期
Contemporary Nursing                                                                          https://cn.oajrc.org 

- 116 - 

健康教育在高血压护理中的临床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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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高血压中健康教育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取 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8 月收治的高血压

患者 10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健康教育）和对照组（常规护理）各 50 例，对比效果。结果 观察组健康知识有

关指标、血压及自我管理能力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高血压患者经过健康教育可有效增加其健康知识，稳

定血压，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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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linical value of health education in hypertension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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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health education in nursing hypertension.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dmitted from September 2020 to August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health education) and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with 50 cases each to compare the effect. Results The indexes of 
health knowledge, blood pressure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Health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health knowledge of hypertension patients and stabilize 
blood pressure, which is of high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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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临床慢性病中的高发病，高血压在我国存在

较高发生率，同时此病也是导致脑卒中、心肌梗死等多

种重大疾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对患者健康情况存

在严重威胁，如果控制效果不佳会危及生命[1]。临床对

于治疗高血压主要是药物治疗，然而患者存在较长病

程，并且患者行为习惯对控制疾病情况存在比较大影

响，所以在对患者积极治疗期间与科学的护理配合十

分必要[2]。结合过去的临床经验知晓，患者的健康素养

水平对高血压病情存在直接影响，一般患者掌握丰富

的疾病知识，其常常存在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3]。所以，

对该类患者试试积极的健康教育十分必要。本文分析

高血压患者应用健康教育的价值，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8 月，100 例高血压患者，

随机分为观察组 50 例，男 30 例，女 20 例，平均年龄

（61.25±2.44）岁；对照组 50 例，男 28 例，女 22 例，

平均年龄（61.36±2.33）岁，两组资料对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观察组：加强健康教育，包括：

1）护理人员深入了解患者的疾病情况，对其患病原因

进行全面分析，结合其具体情况而确定相应的护理干

预；2）增加用药知识。为患者介绍其所用药物的不良

反应、应用方式，保证其用药的安全性；3）心理指导。

对患者加强心理护理，对其心理情况全面掌握，认真了

解其情绪的改变，积极和患者交流，掌握其内心想法，

同时结合其具体情况明确心理护理，将其心理压力消

除，可以让其在面对生活、疾病过程中保持积极心态。

4）健康宣教。利用简单易懂的词汇为患者实施健康教

育，使其对本身疾病知识存在深入了解，掌握疾病症

状、基本知识，增加其自我护理能力。可对有关资料搜

集，利用看视频、分发资料等方式将其健康知识增加，

同时增加患者对疾病的重视度，进而对治疗增加配合

度。5）饮食护理。针对高血压患者，需要对日常饮食

保持高度重视，例如需要减少摄入的脂肪量、盐分，而

且对于动物内脏、海鲜类等也要减少进食量。应该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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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增加进食蔬菜量。6）合理运动。大部分高血压患

者伴随肥胖问题，所以，对其体重加强控制，适当运动，

降低储藏的脂肪量，利用适当运动而减少血压水平。 
1.3 观察指标 
健康知识有关指标（饮食健康、心理状态等，分数

越高代表掌握更多知识）；血压（舒张压、收缩压）；

自我管理能力（运动管理、饮食管理等，分数越高代表

自我管理行为越好）[4]。 

1.4 统计学处理  
SPSS18.0 分析数据，计数（%）表示，χ2检验，计

量（x±s）表示，t 检验，P＜0.05 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2.1 健康知识有关指标对比 
组间比较（P<0.05）。见表 1。 
2.2 血压水平对比 
组间对比（P<0.05）。见表 2。 

表 1  健康知识有关指标比较（x±s） 

指标 观察组（n=50） 对照组（n=50） t P 

心理状态 93.57±2.06 84.88±2.42 5.325 <0.05 

运动健康 90.05±2.62 82.26±2.25 4.226 <0.05 

饮食健康 91.35±2.78 83.11±2.55 5.224 <0.05 

健康知识 90.51±2.18 81.17±3.09 5.326 <0.05 

表 2 血压水平比较[（x±s），mmHg] 

指标 时间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舒张压 
护理前 97.32±9.68 97.27±9.75 0.225 >0.05 

护理后 82.25±8.18 88.78±8.38 5.332 <0.05 

收缩压 
护理前 165.68±13.03 165.77±12.68 0.412 >0.05 

护理后 122.54±8.52 130.77±9.12 4.201 <0.05 
 
2.3 自我管理能力对比 
护理前，观察组： 用药管理评分（8.41±3.43）分、

饮食管理评分（25.15±4.52）分、病情监测评分（7.62
±3.45）分、情绪管理评分（14.48±3.72）分、运动管

理评分（5.63±4.01）分、工作和休息管理评分（12.47
±4.34）分；对照组：（8.28±3.54）分、（25.25±4.41）
分、（7.54±3.34）分、（14.54±3.64）分、（5.52±
4.12）分、（12.75±4.12）分。组间比较（P>0.05）； 

护理后，观察组：（19.45±4.53）分、（44.22±
5.13）分、（16.34±4.43）分、（30.46±6.85）分、（14.25
±3.86）分、（23.14±5.12）分；对照组：（13.49±4.12）
分、（34.45±4.83）分、（11.24±4.12）分、（20.52±
6.04）分、（9.32±4.42）分、（17.25±4.25）分，组

间比较（P<0.05）。 
3 讨论 
高血压疾病在经济水平提升、物质水平改善、工作

压力增加等较多因素影响下出现明显升高，疾病初期

常无显著症状，但是在时间增加下，患者会有耳鸣、疲

劳、眩晕等症状作为心血管中常见疾病，其存在的发病

率、并发症发生率、病死率均较高，同时存在服药率、

控制率、检出率低的特点，临床对于血压以药物为主，

但是无彻底治愈措施，应该终身用药而控制病情，进而

减少疾病对身体损伤。所以，患者在日常生活及治疗期

间，患者需要对疾病认知增加，利用有效方式对疾病控

制，增加自护能力，改善生活质量。 
在马秀娟等[5]研究中，为深入研究健康教育在高血

压患者护理中的应用价值，该研究选取 80 例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40 例患者在进行健康教育后对其健康知识

相关指标进行评分，其中心理状态均值为 93.68 分、运

动健康值为 90.16 分、饮食健康均值为 91.46 分、健康

知识均值为 90.61 分，显著高于常规护理方式（均值分

别为 84.90 分、82.37 分、83.20 分、81.28 分），可见

健康教育可以增加高血压患者对健康知识的知晓情

况。本研究结果中，干预实施后，观察组的心理状态得

分为（93.57±2.06）分、运动健康得分为（90.05±2.62）
分、饮食健康得分为（91.35±2.78）分、健康知识得分

为（90.51±2.18）分，对照组的心理状态得分为（84.88
±2.42）分、运动健康得分为（90.05±2.62）分、饮食

健康得分为（83.11±2.55）分、健康知识得分为（81.17
±3.09）分，组间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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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马秀娟等研究结果接近，进一步提示高血压患者

在实施健康教育后加深了对健康知识的认知程度，这

对提升预防及控制疾病的效果十分重要，同时也可以

增加其依从性，加快病情康复。 
在涂玉芳[6]研究中，选取 110 例高血压患者作为调

取研究对象，通过随机分组方式，对试验组 55 例患者

进行常规治联合健康教育后，结果显示观察组的舒张

压水平、收缩压水平显著降低，干预后水平均值分别是

84.27mmHg、134.16 mmHg，而采用传统护理的 55 例

对照组患者的舒张压水平、收缩压水平达到 89.42 
mmHg、143.59 mmHg，提示高血压患者通过健康教育

对改善血压水平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本次结果中，观察

组的舒张压水平（82.25±8.18）mmHg、收缩压水平

（122.54±8.52）mmHg 均低于对照组（88.78±8.38）
mmHg、（130.77±9.12）mmHg，组间比较差异显著

（P<0.05），与上述涂玉芳等研究结果接近，进一步说

明了健康教育可以改善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的效果，

利于患者增加治疗信心，形成良性循环。另外，本研究

结果中，观察组自我管理能力评分干预后显著高于对

照组，表示健康教育存在良好效果。 
分析原因：在临床中，健康教育属于对高血压患者

来讲比较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通过人文关怀方式，以

对患者高度尊重为基础，对其实施引导、教育，促使其

认知疾病程度增加，进而提升自我护理能力，进而实现

对病情改善的目的，进而使危险因素降低，减少发生疾

病风险[7]。在健康教育护理中，利用心理护理可防治发

生负面情绪而对治疗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并且经过健

康知识宣教可以协助患者获得更多疾病知识，让其掌

握更多养护、调理高血压知识，全面认知疾病。利用健

康的饮食干预，使患者降低摄入的盐分、脂肪量，形成

良好的饮食习惯，减少诱发疾病原因。经过用药指导，

保证其用药合理性，增加其用药依从性，防止擅自用药

而产生的不良风险。对该类患者来讲，其常常对运动没

有较高重视度，并且在其生活作息、工作等较多方面伴

有问题，经过健康教育护理可以让其行程好的生活习

惯，同时让其适当运动，增加本身的免疫力、抵抗力，

实现将血压有效降低的目的[8]。 
总之，高血压患者治疗过程中辅助健康教育对于

患者疾病知识的掌握度、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以及血

压水平的控制存在良好效果，价值较高，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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