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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我效能感的护理干预对中青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

疾病感知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苏玲燕，崔红艳，季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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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中青年高血压患者实施自我效能感的护理对其生活质量、疾病感知及血压的影响。方法 选

取 2021年 4月至 2022年 5月收治的中青年高血压患者 86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基于自我效能感护理）和对照

组（常规护理）各 43例，对比效果。结果 观察组疾病感知评分、血压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自

我效能感和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自我效能感的护理可有效改善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的疾病

感知情况，降低血压水平，提升生活质量。

【关键词】生活质量；自我效能感的护理；疾病感知；中青年高血压；血压；

【收稿日期】2023年 10月 15日 【出刊日期】2023年 11月 15日 DOI: 10.12208/j. jmnm.2023000632
【基金项目】南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科研课题“基于赋能理论的自我管理模式在中青年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

研究”（项目编号：MSZ2022043）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self-efficacy on blood pressure level, disease percep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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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self-efficacy nursing on the quality of life, disease perception and
blood pressure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Methods 60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dmitted from August 2020 to September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ursing
based on self-efficacy) and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and the effects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 disease perception score and blood pressure leve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cores of self-efficac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nursing of self-efficac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isease
perception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reduce the level of blood pressur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Quality of life; Self-efficacy nursing; Disease perception; Middle aged and young people with

hypertension; Blood pressure; Routine care

现阶段，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在人们生活水平

的持续提升下明显升高，其中最常见的则是高血压[1]。

有调查表示[2]，高血压的发病使人堪忧，该病的患病率

增加且日渐趋向于年轻化，其中中青年的发病率显著

增加。目前中青年存在较大的生活及工作压力，同时

负担较重，对于自身健康并未高度关注，主观上没有

自我保健意识，对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并未关注，均

是诱发高血压的重要原因。所以，重视该类患者的自

我管理及护理对于其生活质量的改善非常重要。因此，

本研究对该类患者实施基于自我效能感的护理干预，

获得理想效果，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临床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法，86例中青年高血压患者，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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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月至 2022年 5月，随机分为观察组 43例，男 25
例，女 18例，平均年龄（31.25±0.36）岁；对照组 43

例，男 22例，女 21例，平均年龄（32.16±0.25）岁，

两组资料对比（P>0.05）。纳入标准：①已被确诊为

高血压病正进行抗高血压药物治疗的患者；②男女不

限，年龄 18—59 岁；③病程在半年或半年以上；④

意识清楚，对答良好，理解力正常，无严重记忆力减

退者；⑤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研究。排除标准：①

症状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②生命体征不稳定，

需绝对卧床休息的重症患者；③患有其他系统严重疾

病，如恶性肿瘤、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血液系统疾病

等；⑤文化水平低，无法理解问卷内容的患者。

1.2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护理人员评估患者，同实施

护理干预，如定时测量血压、饮食干预、用药护理、

活动、心理睡眠等，在出院前 1天及出院后利用电话

对其随访，1次/月。

观察组：给予自我效能感的护理，包括：⑴组建

护理干预小组。由医务工作者、护理人员、医师、营

养师建立小组。⑵建立档案。营养师对病历资料收集，

将专业的营养计划提供给患者，同患者沟通而将其疑

惑处理，制定针对性营养支持计划。护理人员将临床

治疗、护理工作积极配合的意义告诉患者，通过有效

的护患沟通而使患者存在更高的护理、治疗计划的依

从性。同患者交流期间，护理人员应该了解到患者的

心理问题，同时进行相应的心理疏导、支持。具体包

括确立问题、情感表达、设立目标、制定计划、效果

评估五部分，共进行 6 次，分别主题 1 为药物赋能管

理，主题 2为情绪赋能管理，主题 3为活动赋能管理，

主题 4为血压操作技能赋能管理，主题 5为饮食赋能

管理，主题 6为社会支持赋能管理。⑶每 2周进行随

访，形式为电话、微信、视频等。提供和患者联系而

明确随访时间后再实施随访工作。随访内容为对患者

是否对治疗计划严格执行、是否根据护理计划实施运

动、饮食等改进。随访期间对患者提出问题需要耐心

解答，将日常管理中患者的问题及时找到且积极协助

其解决。随访期间重视语言上对其鼓励，叮嘱其记录

在血压情况，也可以利用每天打卡方式回报血压情况。

⑷家庭随访。护理人员家庭随访每 2 周 1 次，此过程

将擅自增减药物、没有严格根据治疗方案治疗可能出

现的危害告诉患者，保证其可以在用药过程中严格执

行医嘱。⑸门诊随访。护理人员同患者提前交流而明

确复查时间，同时实施门诊随访，利用电子屏幕播放

视频、宣传栏等方式为患者实施健康讲座，利用 QQ、

微信等方式推送有关高血压自我护理知识。对于大部

分患者出现的相同问题需要护理人员进行针对性介

绍；对于个体问题需要实施一对一的交流，寻找问题

根源而积极帮助且处理。

1.3观察指标

疾病感知[3]：用 CIPQ-R评价，满分 210，分数越

高代表其疾病感知水平越差。

血压：舒张压、收缩压。

自我效能感[4]：用 GSES评价，分数越高表示对患

者能力越有积极预期。

生活质量[5]：用 SF-36评价，分数越高表示生活质

量越好。

1.4统计学处理

SPSS18.0 分析数据，计数用（%）表示，行χ2检

验，计量用（χ±s）表示，行 t检验，P＜0.05统计学

成立。

2 结果

2.1两组患者疾病感知情况比较

干预前，组间对比（P>0.05）；干预后，组间对

比（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疾病感知情况对比[（χ±s），分]

分组 例数
病因因果关系 理解能力 情绪 认知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43 8.22±1.60 4.07±0.86 7.14±0.86 3.16±0.37 15.92±2.33 7.04±1.07 26.35±5.15 13.14±2.40

对照组 43 8.35±1.51 6.17±0.66 7.20±0.80 5.22±0.52 16.11±2.52 10.85±1.56 26.14±5.33 20.31±3.46

t值 0.352 4.802 0.263 5.201 0.114 5.210 0.332 5.201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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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两组患者血压水平比较

干预前：

观察组：收缩压（164.88±6.55）mmHg、舒张压

（96.02±2.41）mmHg。
对照组：收缩压（165.36±6.46）mmHg、舒张压

（95.83±2.60）mmHg。
组间对比（t=0.325、0.336，P>0.05）。

干预后：

观察组：收缩压（118.46±5.38）mmHg、舒张压

（76.25±4.08）mmHg。
对照组：收缩压（134.23±6.35）mmHg、舒张压

（84.23±3.26）mmHg。
组间对比（t=5.221、4.632，P>0.05）。

2.3两组患者自我效能感比较

干预前：

观察组：遵医行为（5.36±1.53）分、药物治疗

（7.37±2.10）分、健康行为（5.58±2.21）分、日常生

活（6.40±2.47）分。

对照组：遵医行为（5.34±1.47）分、药物治疗

（7.22±2.20）分、健康行为（5.53±2.18）分、日常生

活（6.33±2.50）分。

组间对比（t=0.332、0.521、0.552、0.142，P>0.05）。
干预后：观察组：遵医行为（9.55±1.68）分、药

物治疗（11.04±0.57）分、健康行为（7.11±0.64）分、

日常生活（10.66±1.02）分。

对照组：遵医行为（7.25±1.86）分、药物治疗

（9.33±1.00）分、健康行为（6.10±0.97）分、日常生

活（9.65±1.35）分。

组间对比（t=5.281、5.336、4.802、3.663，P<0.05）。
3 讨论

有关研究指出[10]，基于自我效能感的护理可以将

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知识知晓率、治疗达标率显著提升。

高血压患者普遍存在服药依从性不高的问题，同时也

是该类患者的血压水平并没有获得有效控制的一个主

要原因，建议医院、报纸等相关单位适当增加宣传高

血压有关健康知识的力度。本研究结果 2.3说明此种护

理可以使中青年高血压患者的自我效能感提升。该种

护理对于护理干预的连续性、全面性、全程性高度关

注，同时重视随访监督及干预，与健康教育相融合，

构建和谐护患关系，将患者认知有关高血压疾病知识

水平提升，使患者服药依从性显著提升。该种措施对

患者进行指导，对其治疗积极规范，将有关高血压并

发症的发生率显著降低，提升其生活质量。本研究结

果 2.4证实此种护理可提升生活质量。

总而言之，对于中青年高血压患者来说，对其实

施基于自我效能的护理对于其疾病感知、血压、生活

质量的改善均存在促进作用，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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