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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护理中行循证护理配合健康教育的效果

艾 丽，闫 卫

济南市济阳区孙耿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山东济南

【摘要】目的 分析将循证护理联合健康教育应用于高血压患者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选

取我医院 2020年 10月至 2022年 10月期间接收的高血压患者 80例作为分析对象，以随机数字表法将入选

的病例分成两组进行护理研究,组别类型包括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中人数为 40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

理管理，观察组给予循证护理联合健康教育干预，将两组最终取得的护理效果进行对比。结果 护理后两组

各指标结果比较发现，观察组护理管理质量、患者对健康知识掌握度、用药依从性和自我管理能力均高于

对照组，两者结果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效果优于对照组，数据结

果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最终血压控制效果以及生活质量改善效果与对照组相比均

显著提高，组间结果对比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高血压患者及时开展循证护理配合健康教育

干预，可有效提升患者的认知度以及遵医用药行为，从而能够确保患者血压水平控制在最佳范围，改善患

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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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hypertension patients.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received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0 to October 2022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analysis objects. The selecte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for nursing research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types of groups
include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each group was 40.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evidence-based
nursing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The final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results of each index in the two groups showed that the quality of nursing management,
patients' mastery of health knowledge, drug compliance and self-management abili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final blood pressure control effect and quality of life improvement effect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sults between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imely carrying out evidence-based nursing and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behavior, thus ensuring that the blood pressure level of patients is controlled in the optimal range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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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当前影响人类健康的一种高发疾病类

型，尤其在当前我国老龄化趋势以及国民生活饮食

习惯的改变下，导致高血压疾病的患病率持续上升，

并且已呈现年轻化趋势。目前临床针对该病主要通

过药物治疗控制血压水平，同时在长期用药的基础

上还需要患者保持良好的遵医用药行为、合理饮食

控制以及良好运动等，才能进一步提高血压控制效

果[1]。但在临床调查中发现，由于多数患者缺乏对

疾病的认知度以及重视度，从而导致患者的自我管

理能力降低，最终会严重影响血压控制效果[2]。为

此，我院对高血压患者开展了循证护理配合健康教

育干预，并将最终取得的护理效果与常规护理做了

详细对比，具体对比详情见下面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病例筛选为 2020 年 10 月至 2022年 10 月期间

来我医院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患者 80例，对入选的患

者开展了分组护理研究，分组方式为随机数字表法，

共分成观察组 40例和对照组 40 例，观察组患者中

为男性 22例、女性 18例，年龄均值为（74.00±2.20）
岁，对照组男女患者人数分别为 23 例、17 例，平

均年龄为（74.50±2.30）岁，组间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后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临床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服务；观察组患者给

予循证护理以及健康教育干预，①风险评估：全面

评估掌握患者存在的各类风险因素，建立起完善的

健康管理档案以及管理计划。②健康指导：护理人

员要采取和蔼可亲的态度以及简单易懂的语言耐心

对患者进行交流引导，并借用微信平台以及视频播

放等方式，提升患者及家属对疾病发生因素以及日

常保健知识掌握度。③心理疏导：通过交流引导掌

握患者心中存在的顾虑及压力，帮助患者探寻适合

释放情绪的方式，缓解患者焦虑症状。告知家属多

与患者进行交流，与家属配合给予患者更多鼓励安

慰，并采取病友交流方式提高患者对疾病和治疗的

认知，缓解患者的过度紧张情绪。④用药指导：纠

正患者不良用药习惯。根据患者病情、用药耐受性

并结合患者意愿制定出合理性的用药方案，并通过

微信平台随时了解掌握患者的用药和日常管理情况。

⑤生活管理：为患者制定出合理性的饮食方案，嘱

咐患者饮食要确保低盐、低糖、低脂以及低胆固醇。

⑥随访管理：每周要定时对患者进行电话随访，每

月进行家庭随访，随访过程中要全面了解患者的用

药情况、生活饮食情况和疾病控制情况，耐心纠正

患者存在的各类问题。

1.3观察标准

①两组护理管理质量、患者对健康知识掌握度、

用药依从性、自我管理能力以及生活质量。②两组

患者护理前后焦虑程度运用汉密顿（HAMA）量表

评定。②检测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压水平。

1.4统计学方法

此次研究中使用 SPSS20.0 软件对两组患者数

据进行分析,组间计量指标运用（χ±s）描述，行 t
检验，最终两组各指标数据对比显示为 P<0.05表示

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指标评分结果对比

护理治疗前两组护理管理质量、患者对健康知

识掌握度以及用药依从性对比结果无统计学意义（P
＞0.05）；护理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发现，观察组

以上指标均得到显著改善，两组结果对比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下表 1。
2.2两组患者评分指标对比情况

护理前两组患者各指标结果对比显示（P＞
0.05）；护理后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焦虑

情绪得到明显改善，自我管理能力显著提高，组间

各指标结果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表 1 组间护理结果对比（χ±s）

分组 n
护理管理质量/分 健康知识掌握度/分 用药依从性/分

管理前 管理后 管理前 管理后 管理前 管理后

观察组 40 6.2±0.2 9.6±0.5 6.2±0.8 9.5±0.5 6.4±0.6 9.4±0.6

对照组 40 6.3±0.4 8.6±0.3 6.1±0.7 8.9±0.4 6.5±0.7 8.5±0.4

t值 1.4142 10.8465 0.5949 5.9263 0.6859 7.8935

P值 0.1613 0.0000 0.5536 0.0000 0.4948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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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指标结果对比详情（χ±s）

分组 n
焦虑程度/分 自我管理能力/分

管理前 管理后 管理前 管理后

观察组 40 18.5±2.2 9.3±0.6 5.7±0.5 9.3±0.7

对照组 40 18.6±2.3 12.9±1.1 5.8±0.6 8.2±0.5

t值 0.1987 18.1711 0.8097 8.0873

P值 0.8430 0.0000 0.4205 0.0000

2.3组间各指标结果对比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血压水平和生活质量各指标

结果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观察组

患者血压水平控制效果优于对照组，生活质量与对

照组相比显著提高，两者数据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

3 讨论

高血压疾病主要以持续高血压为特征，且多发

生于中老年群体，该病的发生与日常生活饮食习惯

有着密切关联，长期处于高血压状态会严重损伤患

者的身体各项机能，增加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发生概

率[3-4]。目前由于此类疾病尚未有彻底治愈方式，仍

需要患者长期居家用药控制病情的发展。但在长期

病情困扰下，大多数患者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情

绪，另外由于老年人会存在机体免疫能力衰退和自

我管理行为下降等问题，导致患者日常生活中未能

达到合理用药及合理饮食控制，因此会严重影响疾

病控制效果[5-6]。为提高高血压患者的疾病控制效果，

我院对其患者开展了循证护理配合健康教育，且最

终经分析显示该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此护理模

式主要是通过风险因素分析，充分掌握患者存在的

风险因素，故此能够对患者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指导

以及心理疏导，最大限度提升患者的认知度以及遵

医行为[7-8]。

以上结果表明，将循证护理配合健康教育应用

于高血压患者管理中，对于提升临床护理管理质量、

增强患者的身心舒适度和用药依从性以及提高血压

控制效果发挥着重要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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