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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高血压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护理的临床效果

余清怡

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西景德镇

【摘要】目的 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临床治疗过程中实施临床护理路径进行护理，研究分析其临床护理效

果。方法 择取我院一年内（即 2021.1-2022.5）收治的老年高血压患者（观察例数为 160例），采取随机数

表法将其均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模式，80例）与观察组（临床护理路径护理，80例），对照分析其临床

护理效果。结果 较之对照组（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临床护理路径）患者护理后收缩压与舒张压均更

低；且对护理服务的总体满意度更高（P<0.05）。结论 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临床治疗过程中实施临床护理路

径进行护理，不仅可以改善患者血压水平，还能够提高其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具备临床推荐使用的意义

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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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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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carry out clinical nursing path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study and analyze its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Methods The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160
cases were observed)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ithin one year (2021.1-2022.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80 cases in the conventional nursing mo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80 cases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path), and their clinical nursing effect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routine nursing mode), th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clinical nursing path) were lower after nursing;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service was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inical nursing path in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ir blood pressure level, but also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services, which has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clinical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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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高血压通常和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同时存在，并且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如果患者未获

得及时有效的治疗，可能会出现或者加重重要靶器

官（如心脏与肾脏等）的损害程度，从而明显导致

老年患者发生死亡事件的概率明显增加[1]。因为老

年高血压疾病特点与防治的独特性，需对老年群体

进行深度地评估与分析，应该切实结合此类群体的

日常活动、心理压力以及认知程度等多种影响因素，

通过多元化途径为其提供优质化的护理服务，从而

改善其生活质量[2]。临床护理路径是在循证护理基

础上衍生发展而来的，为患者给予安全、合理的护

理措施。鉴于此，本文通过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临床

治疗过程中实施临床护理路径进行护理，研究分析

其临床护理效果，现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基本资料

择取我院一年内（即 2021.1-2022.5）收治的老

年高血压患者（观察例数为 160例，年龄在 62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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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岁，病程时间在 3 年至 20 年），采取随机数表

法将其均分为对照组（常规护理模式，80例）与观

察组（临床护理路径护理，80例）。对照组男性、

女性患者例数依次为 48 例、32 例，年龄均值为

76.42±2.41 岁，病程时间均值为 12.46±2.73 年；观

察组男性、女性患者例数分别为 44 例、36 例，年

龄均值为 76.29±2.72岁，病程时间均值为 12.52±2.46
年。上述基本指标对照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可进一步研究与分析。

1.2方法

对照组（常规护理模式），即密切关注患者血

压水平的变化情况，告知其遵医嘱用药的重要性，

对其讲解疾病发病机制与相关注意内容等健康知识，

叮嘱其饮食口味需保持清淡少油等。观察组（临床

护理路径模式），具体如下：

（1）入院后基本护理：患者在顺利办理入院手

续后的 1-2d，护理人员需及时对其进行护理指导与

健康教育，告知患者应该控制饮食，按照医生叮嘱

合理服用药物。同时还需时刻关注其各项生命体征

（如体温、血压以及脉搏等）的变化情况，了解患

者实际情况，对其心理、生理以及家庭状况等多种

指标进行评估与分析，对于高龄老年高血压者，需

对其实施风险评估与判断。

（2）入院第 2d-3d：护理人员应该主动帮助与

指导患者完成各项临床检查，详细告知其治疗操作、

用药内容。对其心理状况进行评估，主动与其进行

交流与沟通，保障其情绪处于稳定状态之中，改善

其心理情绪，缓解其心理压力。在夜间，需加强病

房巡视工作，关注患者睡眠状况，如果出现异常情

况，需及时告知医生，且配合医生对其进行对症干

预。

（3）入院第 4d-7d：正确指导患者血压测量的

方式与操作，叮嘱其卧床休养时需定时转变自身体

位，在转变体位过程中动作应该尽量缓慢，根据实

际身体状况，开展恰当的运动锻炼（如散步、打太

极等），鼓励与支持患者进行自我活动、自我放松，

有利于帮助其心理状态的稳定。同时，还需叮嘱患

者适当食用一些新鲜的蔬果（如香蕉与橘子等），

调整饮食结构，并且还需对其实施并发症的防治干

预。

（4）出院前护理干预：在患者出院前，护理人

员需详细告知其出院前应该办理的各项手续，记录

好其院后联系方式（如电话或者微信等），为其讲

解院后相关注意事项、叮嘱其定时来院复诊。同时，

还需告知患者出院后应该加强自我护理干预的指导

措施，保持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来自我护理、自我

干预。在饮食方面需尽可能增加一些高蛋白、高热

量食物的摄入量，避免食用动物内脏或者腌制食品，

不可饮酒吸烟，不可饮用浓茶或者咖啡。按照医生

叮嘱合理用药，如若存在不良反应需及时来院检查。

此外，叮嘱患者院后也需根据自身情况开展运动锻

炼，保持科学的生活作息习惯、运动习惯。在出院

后的 3周至 4周进行复查，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电

话随访，了解其血压的变化情况，详细回答其护理

问题。

1.3评判标准

（1）护理前后血压指标水平的变化状况：在护

理前、护理后分别测量患者收缩压、舒张压，对照

分析两组患者在护理前后收缩压（血压有效控制范

围：收缩压<140mmHg）与舒张压（血压有效控制

范围：舒张压<90mmHg）的变化情况[3]。

（2）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评估：在护理服务结

束后，及时使用我院自制的满意度评估量表对两组

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量表采取百分制，结合分数的

大小将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态度划分为满意（分数≥85
分）、一般（分数<85分，且>75分）以及不满意（分

数≤75 分）三种情况[4]。总满意度=100.00%－不满

意度。

1.4统计学方法

于 SPSS25.0统计学软件对其进行计算，其中计

量资料则使用（χ±s）进行表示，并且 t对计量资料

分别进行检验；计数资料使用百分率（%）进行表

示，并且采取χ2对计数资料进行检验。当（P<0.05）
时则表示存在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护理前后血压指标水平的变化状况

对照组：护理前收缩压、舒张压分别为

（168.35±2.14）mmHg、（113.75±3.25）mmHg，护

理后收缩压、舒张压分别为（141.36±2.42）mmHg、
（92.35±2.57）mmHg；观察组：护理前收缩压、舒

张压分别为（167.53±2.24）mmHg、（114.53±3.65）
mmHg，护理后收缩压、舒张压分别为（121.75±2.52）
mmHg、（82.75±2.52）mmHg。由此可见，较之对

照组（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临床护理路径）

患者护理后收缩压与舒张压均更低（ t=12.426，
14.019，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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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评估

对照组：满意、一般、不满意例数分别为 26例
（32.50%）、42例（52.50%）、12例（15.00%），

总满意度为 85.00%（68/80）；观察组：满意、一般、

不满意例数依次为 29例（36.25%）、50例（62.50%）、

1 例（1.25%），总满意度为 98.75%（79/80）。由

此可见，较之对照组（常规护理模式），观察组（临

床护理路径）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总体满意度更高

（χ2=10.1301，P<0.05）
3 讨论

高血压是一种发生率较高的心血管内科疾病，

在疾病发作过程中，患者会存在胸闷与头晕等相关

症状，倘若未及时对其进行临床干预，伴随着病情

的不断加重，可能会对其心脏与肾脏等重要器官的

功能造成累及影响，严重威胁患者的身体安全与生

命健康[5]。为此，在患者临床治疗过程中，为了有

效加快其身体恢复速度，降低其血压水平，往往会

对其实施护理干预。

临床护理路径始终立足于为患者提供优质化服

务，对护理工作、护理内容进行量化、细化、系统

化，不仅能够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

还能够提高临床护理水平，有效地缓和护患之间的

矛盾与冲突，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6-8]。对老年高血

压患者实施临床护理路径，促使护理工作更近贴合

高血压患者日常生活习惯，最大限度地满足其生活

与心理等方面的护理需求，使得护理工作更加具备

针对性、个性化。一般情况，在患者治疗全过程中，

护理人员应该结合其实际情况，为其设计出个性化、

有效性的护理程序与护理方案，明确护理内容相关

要求，例如对患者进行日常饮食监测、血压水平监

测以及合理用药监测等服务，从而为其提供更加优

质化的护理干预。本研究结果显示，较之对照组，

观察组护理后血压水平更低，且对护理服务的满意

度更高。分析其原因，是因为临床护理路径能够更

加完善、细化护理内容，促使患者能够主动接受护

理指导，主动参与临床护理服务，有利于提高其对

临床治疗与护理工作的依从性与配合度，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减少其发生相关并发症的概率。

综上，将临床护理路径使用于老年高血压患者

临床护理工作之中，临床护理效果显著，不仅能够

有效改善其血压水平，还能够提高其对护理服务的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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