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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高血压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陈玲妹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西溪分院  浙江永康 

【摘要】目的 本文对高血压疾病患者护理措施重点研究，同时探讨健康教育应用的重要性，并与临床常规

护理效果进行对比。方法 收集 2018 年 4 月-2022 年 5 月间我院 289 例高血压患者病例为研究对象，研究期间根

据护理方式进行分组，研究组采用基础护理的同时加强健康教育干预（150 例），参照组接受常规护理（139 例），

针对不同组别、不同护理方法进行数据统计，记录患者心率水平、血压水平、情绪状况、生活质量评分、患者满

意度等相关数据，并予以对比。结果 护理前：心率、收缩压、舒张压、SAS、SDS、心理功能、生理功能、社会

功能、躯体功能、自我护理水平各项数据统计后显示组间无差异性（P＞0.05）；护理后：临床获得各项研究数

据，研究组与参照组对比存在明显差异（P＜0.05），以研究组数据更具优势性。结论 健康教育的临床应用，有

助于改善患者心率及血压水平，有效缓解患者负性情绪，提升生活质量，效果确切，并获得患者高度满意与认可，

值得推荐并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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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nursing measures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disease,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health education application, and compare with the clinical routine nursing effect. Methods 289 cases of hypertension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8 to May 2022 were col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nursing methods. The study group adopted basic nursing while strengthening 
health education intervention (150 cases), and the referenc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139 cases). Patients' heart 
rate, blood pressure, emotional status, quality of life scor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other relevant data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Results Before nursing,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heart rat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SAS, SDS, mental function, physiological function, social function, physical function and self-care level among 
groups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clinical data of various studies were obtaine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and the data of the study group was more dominant.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heart rate and blood pressure of patients, 
effectively relieve patients' negative emotion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the effect is accurate, and obtain patients' 
satisfaction, worthy of recommendation and widesprea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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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疾病，易患病且不易被治愈，

主要以中老年人为高患病群体。近年来，这类人群逐

渐增多，而且逐渐年轻化，这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血压高是高血压患者的典型特征，当患者长

期受到血压异常情况的影响，很容易出现较严重的并

发症，促使危险性增加，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1]。

除了患病后急需有效的治疗外，还需更优质的护理干

预介入，才能确保患者血压水平得到更好的控制，帮

助高血压患者减轻疾病带来的病痛。有研究表明，在

基层卫生院中提升护理人员服务技能，确保护理质量

的有效性，不仅有助于提升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同时

还能提升患者对医院的整体印象，所以，加强基层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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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院护理质量是非常有必要的工作[2]。目前基层卫生院

多数采取常规护理服务，护理不够全面，针对性差，

加上与患者沟通不够，导致医护患很难有效配合，进

而导致患者对护理服务不满意，甚至还会影响治疗效

果[3]。本文收集 2018 年 4 月-2022 年 5 月间我院 289
例高血压疾病患者，对其护理措施重点研究，同时探

讨健康教育应用的重要性，并与临床常规护理效果进

行对比，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8 年 4 月-2022 年 5 月间我院 289 例高血

压患者病例为研究对象，研究期间根据护理方式进行

分组，研究组:患者 150 例，年龄跨度 53-71 岁，均值

（62.30±2.61）岁，男性 82 例、女性 68 例；参照组:
患者 139 例，年龄跨度 55-73 岁，均值（64.19±2.62）
岁，男性 75 例、女性 64 例；患者资料通过统计学检

验 P＞0.05，可开展本研究。纳入标准 ：①经我院确

诊为高血压患者；②患者临床资料完整，研究期间可

全程积极配合；③无语言沟通障碍。排除标准 ：①合

并如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者；②患者存在精神障碍，

无法正常沟通、交流；③患者及其家属不是自愿参加

本次研究。本次研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1.2 方法 
参照组：常规护理。 
研究组：以常规护理为基础，实施健康教育，方

法为：①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有关高血压疾病知识的

健康宣教，让其对此病有更深入的了解，消除其错误

认知。宣教方式可采用：发放资料、播放视频、面对

面讲述等方式进行。②针对患者用药情况进行健康教

育，告知其正确的用法及用量[4]。叮嘱患者严格遵医嘱，

按时按量服药，切勿擅自停药或者减量。并将药品名

称、药品厂商清楚的告知患者，提前告知其用药可能

出现的不良反应，以及解决办法。③对患者心理情绪

进行健康教育，让患者深知良好情绪的重要性。建立

良好的医患关系，护理人员应平等对待每一位患者，

确保每一位患者都得到足够的尊重，拉近护士与患者

之间的距离，增强患者对合作的信任[5]。对于抑郁、焦

虑等情绪的患者，可以进行音乐等针对性治疗，缓解

其不良或紧张情绪;如果患者病情比较严重，可以按照

医嘱进行药物治疗，减轻患者的不良病情。护理人员

对患者提出的问题要正确、及时、合理地回答;同时尽

量满足合理的要求，提高患者的满意度。④饮食方面

进行健康教育，让患者了解健康饮食对高血压控制的

作用。对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和掌握，制定

更符合患者自身的饮食计划，并确保对患者的病情有

益，并保证患者摄入充足均衡的营养，少使用高盐食

物，多吃高蛋白食物，切勿长期熬夜、暴饮暴食。⑤

运动方面进行健康教育，告知患者坚持锻炼的效果，

及对疾病恢复的作用[6]。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安排适

合的运动项目，并鼓励其坚持每天科学、有规律的锻

炼。 
1.3 判定标准 
针对不同组别、不同护理方法对两组进行数据统

计，记录患者心率水平、血压水平（收缩压、舒张压）、

情绪状况（SAS、SDS）、生活质量评分（心理功能、

生理功能、社会功能、躯体功能、自我护理水平）、

患者满意度等相关数据，并予以对比，来分析应用办

法的有效性。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 χ2 对计数资料（n%）进行检验；利用 t 对计

量（x±s）检验。文中所体现的数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深入处理，若显示 P＜0.05，说明了有意义，若

无意义时，则会显示出 P 值超过 0.05。 
2 结果 
2.1 记录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心率、收缩压、舒张压、

SAS、SDS、心理功能、生理功能、社会功能、躯体功

能、自我护理水平各项数据： 
2.2 调查患者满意度情况，统计数据进行对比 
研究组（n=150）：患者总满意率 146（97.33%），

其中非常满意者 92（61.33%）、一般满意者 54
（36.00%）、不满意者 4（2.67%）；参照组（n=139）：

患者总满意率 100（71.94%），其中非常满意者 63
（45.32%）、一般满意者 37（26.62%）、不满意者 39
（28.06%）；两组数据通过对比，统计学显示 P＜0.05，
此次研究成立。 

3 讨论 
目前社会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加快，会造成易

激动、紧张等情绪[7]。还有在饮食方面不加以控制等都

是导致慢性疾病的元凶，需要引起社会群体的高度重

视。如果对该病不及时的控制，容易出现一些内脏器

官不同程度受损，严重危害生命健康[8]。 
近年来，健康教育和护理措施得到普及，并在医

疗中得到广泛应用，通过对医疗行为的有效实施和有

效控制，改善了医患关系，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健康

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卫生保健战略，已得到世界各国

的认可[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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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两组护理前后心率及血压水平、SAS、SDS、生活质量评分（x±s） 

条目 
研究组（n=150） 参照组（n=139）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心率 102.15±19.38 78.52±16.23 102.33±19.41 90.35±14.78 

收缩压 180.34±19.67 126.47±20.28 181.24±20.35 155.70±19.36 

舒张压 112.59±16.48 82.51±18.15 112.66±16.52 93.34±18.03 

SAS 63.58±3.26 38.16±2.23 63.42±3.52 48.93±2.68 

SDS 62.45±3.76 40.47±2.85 62.32±3.57 49.60±2.69 

心理功能 55.61±2.41 85.92±2.36 55.16±2.52 70.53±2.88 

生理功能 54.73±2.23 86.73±2.72 54.67±2.48 71.07±2.63 

社会功能 54.79±2.32 86.48±2.42 54.38±2.65 71.43±2.30 

躯体功能 55.28±2.19 86.25±2.43 55.92±2.08 73.74±2.78 

自我护理水平 55.45±2.36 87.33±2.24 55.67±2.14 73.51±2.76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前：心率、收缩压、舒

张压、SAS、SDS、心理功能、生理功能、社会功能、

躯体功能、自我护理水平各项数据统计后显示组间无

差异性（P＞0.05）；护理后：临床获得各项研究数据，

研究组与参照组对比存在明显差异（P＜0.05），以研

究组数据更具优势性。健康教育是一切健康问题的重

点和防控措施，为了更好地实现健康保健目标，健康

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0]。 
综上所述，健康教育的临床应用，有助于改善患

者心率及血压水平，有效缓解患者负性情绪，提升生

活质量，效果确切，并获得患者高度满意与认可，值

得推荐并广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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