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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动态血压监测的认知行为治疗在老年高血压患者护理中的观察 

陈海燕 

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江苏泰州 

【摘要】目的 分析基于动态血压监测的认知行为疗法用于老年高血压护理的价值。方法 对 2020 年 5
月-2021 年 10 月本科接诊老年高血压病人（n=82）进行随机分组，试验和对照组各 41 人，前者采取基于动

态血压监测的认知行为疗法，后者行常规护理。对比依从性等指标。结果 关于依从性，试验组的数据 97.56%，

和对照组 82.93%相比更高（P＜0.05）。关于收缩压和舒张压，在干预结束之时：试验组的数据分别是（121.35
±6.97）mmHg、（82.53±3.62）mmHg，和对照组（135.42±8.31）mmHg、（87.59±5.31）mmHg 相比更

低（P＜0.05）。结论 老年高血压护理用基于动态血压监测的认知行为疗法，依从性提升更为迅速，血压改

善更加明显。 
【关键词】高血压；动态血压监测；护理；认知行为 

 

Observation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based on 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Haiyan Chen 

Taizhou Hospital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aizhou, Jiangs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based on amBUlate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for elderly hypertension nursing. Methods: From May 2020 to October 2021,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n=8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41 patients in the trial and 41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former receiv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based on amBUlate monitoring, and the latter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ompliance and other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Results: Regarding compliance, the data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7.56%,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2.93%) (P < 0.05). As for 
systolic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t the end of intervention, the data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121.35±
6.97) mmHg and (82.53±3.62) mmHg,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135.42±
8.31) mmHg and (87.59±5.31) mmHg (P < 0.05). Conclusion: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based on 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can improve compliance more quickly and improve blood pressure more obv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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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慢性病中，高血压十分常见，具有难治愈

与病程长等特点，可引起胸闷不适、头部胀痛与阵

发性眩晕等症状，若不积极控制血压，将会引起心

脑血管不良事件，如：脑卒中或心肌梗死等，危及

生命[1]。目前，医生可采取药物疗法来对高血压病

人进行干预，但对于多数病人来说，因其缺乏对高

血压的正确认知，加之受疾病折磨等因素的影响，

使得其更易出现恐惧、焦虑和担忧等负性心理，进

而导致其依从性降低，影响了疗效[2]。本文旨在分

析基于动态血压监测的认知行为用于老年高血压护

理的价值，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5 月-2021 年 10 月本科接诊老年高血压

病人 82 名，随机分 2 组。试验组 41 人中：女性 19
人，男性 22 人，年纪范围 60-84 岁，均值达 到（70.14
±3.68）岁；病程范围 1-15 年，均值达到（6.57±
1.49）年；体重范围 40-83kg，均值 达到（56.35±6.92）
kg。对照组 41 人中：女性 18 人，男性 23 人，年纪

范围 60-85 岁，均值达到（70.68±3.92）岁；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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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1-14 年，均值达到（6.43±1.51）年；体重范

围 40-84kg，均值达到（56.74±6.53）kg。纳入标准：

（1）病人经血压等检查明确诊断；（2）并对知晓

此研究内容；（3）病人认知正常，无精神病史。2
组体重等相比，P＞0.05，具有可比性。 

1.2 排除标准[3] 
（1）无法正常沟通者。（2）急性传染病者。

（3）神志不清者。（4）全身感染者。（5）认知障

碍者。（6）精神病者。（7）过敏体质者。（8）肝

肾功能不全者。（9）严重心理疾病者。（10）中途

转诊者。 
1.3 方法 
2 组常规护理：用药干预、血压监测和注意事

项告知等。试验组配合基于动态血压监测的认知行

为干预：（1）采取发放宣传册、口头教育或视频宣

教等途径，为病人讲述高血压的知识，告知药物治

疗的目的、临床优势和原理等。向病人介绍血压控

制较好的老年高血压案例，增强其自信。定期组织

病人开展健康讲座，加深病人对高血压的认知程度，

促使病人形成良好的自我保健意识。积极解答病人

提问，打消其顾虑。（2）指导病人采取自我暗示、

深呼吸或想象放松法等稳定心态。主动和病人交谈，

帮助病人解决心理问题。鼓励病人，支持病人。恰

当使用肢体语言，如：握手或拍背等。建议病人培

养兴趣爱好，如：插花、书法练习或下棋等，目的

在于陶冶情操。（3）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制定个体

化的运动方案，一般以有氧运动为主，如：打太极、

瑜伽、散步、做健身操或慢跑等，30min/次，每周

5-6 次。（4）帮助病人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嘱病

人每日按时作息，不熬夜，也不过度劳累。积极劝

导病人戒烟酒，嘱病人保持愉悦的心情，不能过度

担忧，也不能大悲大喜。从治疗开始到疗程结束之

时，都对病人施以 24h 的动态血压监测，并注意观

察其症状缓解情况，了解病人是否出现不良反应。 
1.4 评价指标 
（1）参考下述标准评估 2 组依从性：①不依从，

病人拒绝服药。②部分依从，病人刚开始时能规律

用药，但在症状缓解后就停止用药。③完全依从，

病人能够规律用药，且未出现擅自停药等行为。对

依从性的计算以（部分依从+完全依从）/n*100%的

结果为准。 
（2）检测 2 组干预前/后血压。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经 SPSS22.0，t 的作用是检验计量资

料（ sx ± ）检验，χ2
的的作用是检验计数资料[n

（%）]。P＜0.05，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依从性分析 
关于依从性，试验组的数据 97.56%，和对照组

82.93%相比更高（P＜0.05）。如表 1。 
2.2 血压分析 
关于血压，尚未干预之时：组间数据相比无显

著差异（P＞0.05），在干预结束之时：试验组的血

压更低（P＜0.05）。如表 2。 

表 1 统计依从性评估结果表 [n, (%)] 

组别 例数 不依从 部分依从 完全依从 依从性 

试验组 41 1（2.44） 12（29.27） 28（68.29） 97.56 
对照组 41 7（17.07） 18（43.90） 16（39.02） 82.93 
χ2     7.1369 
P     0.0271 

表 2 统计血压测量结果表（mmHg， sx ± ） 

组别 例数 收缩压 舒张压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试验组 41 156.49±10.28 121.35±6.97 98.31±6.54 82.53±3.62 
对照组 41 157.03±10.69 135.42±8.31 98.57±6.92 87.59±5.31 

t  0.2514 12.5469 0.2643 9.6417 
P  0.1836 0.0000 0.1792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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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临床上，高血压作为一种慢性病，其发病和过

量饮酒、体力活动不足、高钠低钾饮食、长期精神

紧张、肥胖、血脂异常、遗传及年纪等因素都有着

较为密切的关系，可损害病人身体健康，降低生活

质量[4]。近年来，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饮食结

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显

著升高，需要引起临床的重视[5]。基于动态血压监

测的认知行为干预乃新型的一种专科干预方式，乃

具备认知取向、结构及短程的心理治疗手段，主要

包含行为治疗及认知治疗这两个部分，能够改变病

人的错误认知，同时也能转变病人的心态，让病人

能够以一种更好的状态接受治疗[6,7]。同时于治疗的

整个过程当中，予以病人系统性的动态血压监测，

可时刻了解其血压变化，合理调整用药方案，从而

有助于提高其血压控制的效果，减少不良事件发生

几率[8]。对于此项研究，关于依从性，试验组比对

照组高（P＜0.05）；关于血压，在干预结束之时：

试验组比对照组低（P＜0.05）。 
综上，老年高血压用基于血压动态监测的认知

行为疗法，依从性改善更加明显，血压降低更为迅

速，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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