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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慢性病管理中的应用效果 

施江艳，郭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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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饮食及生活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对

人们的健康危害很大，慢性疾病也正在加速入侵人们的身体，因此本文探析健康教育在慢性病管理中的应

用效果，分析实际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21 年 1 月我院在某两个社区接收的 150 例慢性病患者，

根据就诊两个社区分别分为两组，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 75 例），比较两组患者对疾病的认知情况及自

身健康行为。结果 经过统计分析显示，干预后将两组患者对疾病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进行对比分析，研

究组各项评分就均显高，组间数据差异明显 P＜0.05，实验价值显现。结论 健康教育在慢性病管理中起着

重要作用，实施健康教育，使患者对自身疾病相关知识更加了解，提高患者知识知晓率，进而提升慢性病

防治意识，改善自身健康行为，此方案具有临床应用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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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economic level,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diet and life. Unhealthy lifestyles are very harmful to people's health. Chronic diseases are also rapidly invading 
people's bodies.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in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made of 150 chronic 
disease patients received by our hospital in two communities in January 2021. According to the two communitie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7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Patients' perceptions of the disease and their own health behaviors. Results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on the 
awareness rate of disease knowledge and healthy behaviors. The scores of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the data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were significant P<0.05, showing the experimental value. 
Conclusion Health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disea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enables patient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disease-related knowledge, 
improves the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of patients, and then enhances the awareness of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nd improves their own health behavior. This program has clinical application and Promot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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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是长期累计形成的，主要特点：病程长、

治疗效果差、进展缓慢、病因复杂多样、并发症多、

治疗费用高，不仅给患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伤害，还

给患者的家庭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大多数患者对

疾病认知匮乏，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违背医嘱的行为，

对自身不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不加以改善，从而

导致慢性病控制效果差，严重的还会发生病情恶化

的情况[1,2]。因此，健康教育尤为必要，健康教育工

作的有效开展在慢性病管理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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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分析 2021年 1月我院对某两个社区建档

管理的 150 例慢性病患者，此次参加研究的患者，

对研究内容熟悉认可，同意进组；疾病类型包括：

高血压 72 例、高脂血症：42 例、冠心病：14 例、

糖尿病 22 例。根据就诊社区将 150 例患者分成对照

组（n=75）和观察组（n=75），两组患者中男性 92
例，女性 58 例，年龄区间 39-80 岁，均值（61.67
±3.37）岁；对照组接受常规教育，观察组在常规

教育基础上接受全面性健康教育，统计学对所有研

究资料中数据分析后显示（P＞0.05），故具备分组

条件。 
1.2 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在不同教育方式下，对患者情

况需要有直观了解，两组慢性病患者入组后均需要

接受常规检查，由医护人员普及疾病的诱发因素、

护理方法及注意事项等，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饮食习惯。具体内容如下： 
对照组采用常规教育方法:发放健康知识手册、

设立宣教专栏、制作宣传海报[3,4]；由医护人员组织

开设健康知识、慢性病防治知识讲座，普及疾病的

诱发因素、治疗方法，根据患者疾病类型给予保健

护理建议，以及其他注意事项。 
观察组在对照组实施常规教育的基础上开展全

面性健康教育，具体如下：首先，通过上门随访或

电话预约患者，到社区给每位患者建立健康档案，

给予患者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指导，实施分类干预、

追踪服务，明确健康教育目标[5]。其次，不定期在

医院、社区、广场等地开设义诊及健康教育讲座，

邀请慢性病专家向患者全面系统的讲解各类常见慢

性病的诱因、临床症状、防预方法、产生的并发症

及疾病预后等知识[6]；现场免费为慢性病高危人群

及慢性病患者提供测量血压、血糖以及常见健康问

题的咨询服务，使大家充分了解慢性病相关知识，

学会自我预防及病情监测[7]。对于文化程度偏低的

老年人，需要医务人员更耐心的一对一服务，直至

老年患者理解所讲内容。再次，设立健康教育中心，

对患者的病程、病况进行追踪，通过电话、网络、

上门的形式对患者日常问题进行指导答疑，对病情

监测、日常饮食、合理用药、运动情况等方面一对

一地为患者进行指导，提高患者自我管理意识和能

力，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更好提升，使治疗效果

更好的发挥[8-9]。最后，成立慢性病自我管理小组，

选择经验丰富的全科医生为其指导，按照社区、乡

镇、等为单位设立小组，每小组中选取综合能力较

强者担任小组长，采取两级培训方式，由指导医生

对每个小组长进行全面系统培训，再由小组长组织

该组成员，进行全面传授慢性病相关知识及注意事

项等。每个小组长每天按规定时间收集成员的病情

数据，上报给指导医生，指导医生根据数据，分析

每个患者病况，总结归纳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及时调整健康教育方案，避免病情进一步发展扩大。

为患者提供长期的健康指导，使患者全面了解慢性

病相关知识，提高患者疾病控制自我管理意识，掌

握管理疾病所必须的技能，养成良好的生活行为习

惯，坚持遵医嘱用药，提高自身健康行为 [10]。 
1.3 观察指标 
经过本次研究探析，对两组患者对疾病知识知

晓率、健康行为进行对比分析，患者对慢性病相关

知识全面了解为优，部分了解为良，完全不了解为

差，分析实际应用价值，作为体现依据。 
1.4 统计学方法 
文中所生成的数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处

理，实行专业数据分析，当中计量数据用（x±s）
代替，两组差别比照运用 X2 检测，计数数据运用百

分率（%）代替，若两组对照结果表明 P＜0.05，则

说明实验价值显现。 
2 结果 
经过统计分析显示：观察组疾病知识知晓率、

健康行为比对照组更高，组间数据差异明显(P＜
0.05)，实验价值显现。 

2.1 疾病知识知晓率 
2.2 患者的健康行为 
3 讨论 

目前常见的慢性病主要有：高血压、冠心病、高脂

血症、糖尿病、脑猝中、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临

床中常见的难治病症[1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及生活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

的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健康危害很大，

慢性疾病也正在加速入侵人们的身体，加之社会老

龄化进程的加速，导致了慢性病的增长速度加快，

已成为全社会面临的公共问题[12,13]。我国近几年慢

性病发病率以及病死率均呈逐年增长趋势，慢性病

防治工作压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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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疾病知识知晓率 [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X2 P 
例数 75 75 / / 

正常血压及血糖值 70（93.30） 53（70.60） 16.386 0.000 
疾病危险因素 69（92.00） 53（70.00） 15.724 0.000 

并发症预防及处理 68（90.70） 51（68.00） 16.231 0.000 
正常 BMI 范围 70（93.30） 56（74.70） 13.112 0.000 

WHO 推荐钠盐摄入量 71（94.70） 57（76.00） 12.711 0.000 
WHO 推荐食用油摄入量 71（94.70） 55（73.30） 16.005 0.000 

表 2 患者的健康行为 [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X2 P 
例数 75 75 / / 

控制盐糖脂类摄入量 70（93.30） 54（72.00） 15.286 0.000 
坚持运动 70（93.30） 56（74.70） 13.112 0.000 
遵医嘱用药 72（96.00） 60（80.00） 12.121 0.000 

定期监测临床指标 70（93.30） 56（74.70） 13.112 0.000 
总体健康行为形成率 69（92.00） 56（74.7） 10.512 0.000 

 
慢性病的发生发展，与患者自身生活行为习惯

有密切关系，过量饮酒、吸烟、高脂和高盐等不健

康饮食、膳食不合理、身体活动不足是造成慢性病

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 [14]。对慢性病患者进行健康

教育，可有效提高治疗疗效。同时对慢性病患者进

行分层教育，通过集中教育、一对一教育、电话随

访及门诊复诊等多种方式帮助患者掌握疾病知识，

提高自我健康行为，从而更好的控制病情[15]。 
综上所述，将综合、全面性健康教育应用到慢

性病管理中，能够使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更加了解，

进而改善自身的健康行为，可有效改善治疗效果，

值得推广，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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