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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护理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

徐 榕

庆阳市西峰区董志卫生院 甘肃庆阳

【摘要】目的 分析老年高血压患者行循证护理支持对于其血压控制及身心状态的改善价值。方法 研究样本

采集 2021年 01月至 2022年 12月期间本院收治的 80例高血压患者，行计算机随机分组均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患者实施循证护理，对照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患

者护理后 SF-36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老年高血压患

者行循证护理支持可显著提升患者的身心状态，提升护理满意度，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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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Rong Xu

Dongzhi Health Center, Xifeng District, Qingyang City Gansu Qingyang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support for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in
improving their blood pressure control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us. Methods Study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80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2.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by computer.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evidence-based nurs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SF-36 scor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Evidence-based nursing support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us, enhanc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have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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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临床上常见的中老年基础性疾病，目前

医学界对于该病的发生尚未给出统一阐述，但是一般

认为该病发生可造成循环动脉压持续升高，继而升高

心脏及其他组织的血管压力，同时该病是心律不齐、

心肌梗死、脑卒中、冠心病的重要诱发因素[1]。因此临

床上一般认为需要对高血压实施良好的治疗，目前针

对高血压的治疗一般是终生降压药控制血压治疗+生

活干预，理论效果较佳，但实际上患者常用反复入院

的情况[2]。针对老年高血压的护理极为重要，目前针对

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护理多为常规护理，实际效果相对

一般，无法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对于患者的血压控

制与身心改善价值不显著[3]。为促进老年高血压患者的

血压控制，同时改善其生心状态，本研究现尝试对其

实施循证支持护理，并与传统护理进行对照，以明确

其的价值，现将结果整理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样本采集 2021年 01月至 2022年 12月期间

本院收治的 80例高血压患者，行计算机随机分组均分

为对照组与观察组。观察组患者男 21例，女 19例，

年龄 60-79周岁，均值（70.31±3.12）岁，病程 2-11

年，均值（4.78±1.26），合并糖尿病 6例，合并冠心

病 18例；对照组患者男 22例，女 18例，年龄 61-79

周岁，均值（70.24±3.51）岁，病程 2-11年，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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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1.33），合并糖尿病 7例，合并冠心病 19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趋近（P＞0.05），可进行对比。本

研究遵循自愿原则，入组患者均已完全知晓本研究全

部内容，自愿参与本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且经

我院伦理委员会进行审批予以批准。

纳入规则：①患者符合《中国肺高血压诊治指南

（2018）》[5]中关于高血压的诊断标准；②年龄≥60周

岁，且＜80周岁。

排除规则：①患者合并有严重的肝肾疾病、恶性

肿瘤以及其他积蓄治疗的疾病；②认知功能损伤者；

③患者高血压合并有严重并发症，如心肌梗死。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临床护理，即按医嘱进行用

药指导、药物管理、健康教育、生活指导、运动指导、

饮食指导等。

观察组实施循证护理，具体措施如下：（1）组建

循证小组：由本科室护士长担任小组长，另外选取本

科室具有丰富老年高血压护理经验的工作人员为组员，

引导全组成员参与循证护理学习。（2）循证准备：入

组患者在入院后均详细采集患者的临床资料，由全组

成员对其的档案进行分析，确认该患者的护理重点以

及干预措施。（3）循证问题：依据健康档案取得患者

的循证问题，①存在明显的负性情绪；②疾病认知度

不足，配合性不高；③生活质量不佳；④营养状态较

差。（4）循证护理：①入院护理，在患者入院后，及

时与患者进行沟通，对其展开入院支持，引导患者表

达自身对于医院的感受与需求，对于合理的需求予以

调整，同时依据患者的感受适当的对患者进行安抚，

保持对患者的鼓励，引导患者家属对患者展开陪伴支

持，向患者介绍本科室工作人员与病友，降低医院环

境对于患者的应激。②健康教育，选择较为良好的天

气，对患者展开健康教育，详细讲解高血压的发生过

程与治疗过程，引导患者了解为何高血压需要长期用

药，且需要调整生活、饮食，引导患者了解持续治疗

对于自身的价值，告知患者当下医院进行的努力，尽

量使患者感受到医院对其的重视。在患者的认知存在

一定的改变后，选择合理的时间对患者展开第二轮宣

教，该宣教重点告知患者及患者家属，患者在住院/日

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需要规避哪些问题，如何进行

规避，日常生活风险，详细告知患者积极锻炼对于疾

病控制的价值，引导患者展开锻炼。另外引导患者学

习简单的自我减压方式，如放空冥想等。③心理护理，

定期对患者展开心理支持，保持对患者的安抚、鼓励，

询问患者住院治疗感受，存在的不适问题，引导患者

展开倾述，工作人员对于患者的遭遇表示同情，鼓励

患者积极面对疾病，针对存在明显负性情绪的患者，

心理护师予以针对性的心理护理。

1.3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1.4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1.0系统软件中进行计算，以

（χ±s）进行计量统计，以（%）进行计数统计，t检

验与χ2检验，P＜0.05则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观察组患者护理后 SF-36 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详情见表 1。

2.2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详情见表 2。

表 1 两组生活质量对比（χ±s, 分）

组别 组别 生理机能 生理职能 躯体疼痛 健康状况 精力

干预前

观察组 46.33±4.26 45.18±4.77 42.85±4.26 45.31±5.06 48.75±4.22

对照组 47.86±4.36 44.96±4.98 43.41±4.78 45.21±4.98 48.36±4.75

干预后

观察组 77.66±7.26a 75.63±7.44a 76.26±7.26a 78.49±4.26a 77.26±4.78a

对照组 70.36±9.35a 69.14±4.81a 70.14±4.67a 73.18±4.38a 71.77±5.16a

注：a即与干预前差异显著，b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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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0 18（45.00） 20（50.00） 2（5.00） 38（95.00）

对照组 40 12（30.00） 18（45.00） 10（25.00） 30（75.00）

χ2 6.275

P 0.012

3 讨论

老年高血压属于临床上极为常见的慢性疾病，在

我国临床医学其被归纳为老年基础性疾病，据相关研

究数据显示：该病已经成为当下罹患数量最多的血管

疾病，且每年因为高血压所致的疾病死亡的患者高居

疾病死亡因素前列。高血压的诱发因素较多，目前临

床上尚未完全明确其的发生机制，但是一般认为其发

生与患者个人饮食习惯、遗传、基因、其他疾病等存

在一定的相关性[4-5]。

循证护理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新式护理干预，其

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上的各类疾病中，整体效果较佳[6]。

在本研究中，针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普遍模型进行循

证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不足、自我约

束能力较差形成身心状态较差、体征波动显著、生活

质量低下的问题，针对此类问题，本研究通过针对循

证支持以对应处理[7]。其中入院支持，可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患者的对于医院的应激，提升患者对于医院的感

受度，有助于降低患者在后续阶段接受健康教育与心

理支持的门槛，同时还有助于减少入院情绪低落等问

题[8-9]。随后的健康教育，旨在纠正、补充患者对于疾

病的认知，该措施有助于提升患者对于疾病治疗的重

视性，对于自身生活、情绪管理的认知，有助于提升

患者循环的稳定性，促进药物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老年高血压患者行循证护理支持可显

著提升患者的身心状态，提升血压控制效果，具有重

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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