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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合并新冠肺炎患者方仓集中隔离护理体会 

雷 蕾，刘 敏，阙文静 

九江市中医医院  江西九江 

【摘要】目的 探讨在方仓集中隔离期间对高血压合并新冠肺炎患者实施护理干预的措施及体会。方法

本项研究针对 2022 年 3 月-2022 年 5 月期间上海方仓医院集中隔离期间收治的 50 例高血压合并新冠肺炎

患者，就方仓医院集中隔离期间的护理措施展开探究。结果 本组纳入研究人员经干预后的心理状态、睡眠

质量评分均有改善，同干预前各项评分对比结果有差异出现，获取 P 值＜0.05。同时，组内满意率高达到

98.00%，高血压病发占比率仅 4.00%。结论 在方仓集中隔离期间对高血压合并新冠肺炎患者实施护理干预

期间，可有效改善患者身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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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asures and experience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complicated with COVID-19 during centralized isolation in fangcang. Method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nursing measures for 50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complicated with COVID-19 who were admitted to 
Shanghai fangcang hospital during the period of centralized isolation from March 2022 to may 2022.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leep quality scores of the researchers in this group were 
improved, an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the score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P < 0.05. At the same time, 
the satisfaction rate in the group was 98.00%, and the incidence of hypertension was only 4.00%. Conclus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centralized isolation in fangcang,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complicated with COVID-19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status. 

【Keywords】Hypertension; COVID-19 Centralized Isolation of Square Warehouse; Isolation Nursing 
 

自 2020 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以来，新

冠疫情在全国各地区此起彼伏，对多数心血管疾病

患者的治疗产生了一定影响，期间就包括高血压患

者，尤其是高血压合并新冠肺炎患者[1]。新冠肺炎

患者按病情可分为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

轻型肺炎患者人数最多，多以方仓医院集中隔离治

疗为主，而普通型、重型及危重型肺炎患者则需定

点医院治疗，甚至需要于监护室内密切关注治疗[2]。

近日，上海新冠肺炎爆发且形式严峻，每日新增肺

炎感染病例 2 万余，以轻型肺炎患者居多，其中就

包含大量高血压患者。而在对该类患者实施治疗期

间，配合一定护理干预措施至关重要，不仅是为了

协助患者病情控制，同时也是为了缓解患者身心状

态，降低高血压病症发作，进而促进患者康复[3]。

本文拟探讨上海方仓医院集中隔离高血压合并新冠

肺炎患者护理体会，现将本项研究内容浓缩成以下

报告，便于查阅。 
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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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资料 
本项研究针对 2022 年 3 月-2022 年 5 月期间上

海方仓医院集中隔离期间收治的 50 例高血压合并

新冠肺炎患者。纳入研究小组中的人员均符合新冠

肺炎、高血压疾病对应临床诊断标准，且不合并其

他严重病症，不存在精神、意识方面问题，能够积

极配合治疗。同时，研究启动之前已送至伦理委员

会接受审核，并在通过后正式投入；纳入研究人员

及（或）家属对研究相关内容知情、认可，并愿意

自行参与配合，于上述基础上签订知情意愿书。上

述 50 例纳入研究人员中，男性、女性人员分别有

26 例、24 例；人员年龄值跨度从 43 岁到 78 岁，均

值（65.25±2.36）岁；高血压病程值跨度从 2 年到 9
年，均值（4.52±1.03）年。 

1.2 护理措施 
（1）患者隔离护理：在患者入院后，即刻将其

安排至方仓集中隔离区，期间除医疗工作人员外谢

绝任何探视。病房内需要做好温度、湿度控制，方

仓门关闭，但是室内需要定期进行通风、消毒处理，

对于患者使用的物品也需要定期消毒，医务工作人

员进入方仓时需要做好防护服穿戴工作，并于出仓

后进行彻底消毒。 
（2）患者高血压护理：在护理期间，还需要注

意患者的高血压问题，要遵医嘱定时予以药物，并

定时进行血压测量，一旦有较大波动，要立即进行

紧急控制，避免病发影响新冠肺炎的治疗。 
（3）患者心理护理：。首先，要多与患者进行

沟通，了解患者的担忧，对进行疏导，向患者讲述

新冠肺炎的治疗情况和效果，同时向其说明控制高

血压病症的重要性，以此不断提高患者治疗护理配

合度。其次，可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让患者与家

属、朋友等进行了解，以此使其感受到来自亲人的

关怀，使其能够更积极地面对疾病，并配合治疗。 
（4）患者饮食护理：在饮食方面，要尽可能满

足患者的饮食喜好需求，要能够确保患者饮食营养

的充分，多予以高热量、高蛋白、易消化的食物，

并且告知患者多喝水。 
（5）患者中医护理：除了上述护理外，还可通

过中医疗法缓解患者的机体状况，比如通过穴位按

摩、耳穴疗法等进行血压控制和助眠护理。其中，

穴位按摩主要是选取合适的穴位，每天对相关穴位

进行按、压、揉、捏等操作，以此起到降压的作用，

比如太阳穴、百会穴、曲池穴、足三里等穴位；耳

穴疗法主要是将王不留行子粘贴在双侧耳部降压沟、

肝、肾对应穴位进行按压，每天早上贴、晚上取，

中间按压 2-3 次即可；降压操需要患者坐在椅子上，

姿势自然端正，正视前方两臂自然下垂，双手手掌

放在大腿上膝关节呈 90 度角，两足分开与肩同宽，

全身肌肉放松，呼吸均匀，然后对太阳穴、百会穴、

风池穴进行按摩，加之摩头清脑、擦颈、揉曲池穴、

揉关宽胸，以及 扩胸调气；五行音乐是对应五音宫、

商、角、徵、羽音，通过一段旋律构成的音乐舒缓

患者的情绪和机体感受。 
1.3 观察指标 
（1）于干预前及完成研究期限规定后（以 7d

为准），对本组纳入研究人员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

所用评估工具为临床常见焦虑、抑郁自评量表（SAS、
SDS），上述两个量表的临界值均为 53 分，于该数

值之下，表明患者对应心理状态并不明显，反之明

显，且分值越高，对应心理状态越明显。 
（2）于干预前及完成研究期限规定后，对本组

纳入研究人员的睡眠情况进行评估，所用评估工具

为临床常见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该量表

评估内容主要以睡眠时间、起床时间、上床时间为

准，整个量表有 8 个条目，均为反向，也就是分值

越高表明被测人员的睡眠质量越不好，整个量表的

总分值跨度从 0 分到 21 分。 
（3）对本组纳入研究人员于干预 7d 后的满意

度进行收集，所用量表为本院自行设定的调查问卷，

调查内容包括方仓隔离护理期间的护理人员态度、

整体工作效果，以及自身感受等，问卷总分值跨度

从 0 分到 100 分，基于分值实施满意度级别划分：

于 90 分及以上者，划至“十分满意”；90 分以下、

75 分及以上者，划至“较满意”；75 分以下者，划至

“不满意”。获取满意率方式为：组内“十分满意”、“较
满意”级别总数与组内纳入研究总数之比。 

（4）对本组纳入研究人员到于干预期间高血压

病症发病例数进行统计，并计算占比率。 
1.4 统计学处理 
于研究中数据资料的处理选取 SPSS 25.0，依据

特征归至计量、计数两种，各类呈现形式不同，前

者经均数±标准差（ x ±s）显现、后者经百分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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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对数据的客观校对方式不同，前者以

t 值为准、后者以 x2 值为准；各类最终评估标准一

致，均以 P 值是否＜0.05 作为标准，是则有统计学

意义，否则无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组内干预前后心理状态及睡眠质量比较 
如下表 1：本组纳入研究人员经干预后的心理

状态、睡眠质量评分均有改善，同干预前各项评分

对比结果有差异出现，获取 P 值＜0.05。 

表 1 组内干预前后心理状态及睡眠治疗比较（ x ±s，分） 

时间 例数 SAS 评分 SDS 评分 PSQI 

干预前 50 63.52±2.35 64.25±3.08 16.02±3.09 

干预后 50 32.05±3.77 31.06±2.84 7.58±0.36 

t - 50.091 56.018 19.184 

P - 0.000 0.000 0.000 

2.2 组内干预期间满意度及发病率分析 
经干预后，组内给出“十分满意”、“较满意”、“不

满意”结果的例数分别有 26 例、13 例、1 例，满意

率达到 98.00%（49/50）。 
经干预后，组内高血压发病例数有 2 例，占比

率为 4.00%（2/50）。 
3 讨论 
新冠肺炎的病发虽然不受年龄、性别限制，但

大量临床病例分析结果显示，相较免疫力高的群体，

免疫力低下群体的发病率更高一些，比如老年人、

高血压患者、高血糖患者等[4]。对于这些患者而言，

对其开展临床治疗的难度会有所提高，为确保整体

治疗效果，配合一定护理干预措施必不可少。同时，

新冠肺炎患者方仓医院集中隔离治疗期间因环境条

件有限、管理严格、行动限制、人员嘈杂、失眠等

因素易出现焦虑抑郁，不利于高血压、高血糖等患

者基础疾病的控制，及时有效的护理能进一步缓解

患者心理压力，有利于患者血压控制，促进患者病

情康复。 
在此背景下，本项研究针对高血压合并新冠肺

炎患者方仓集中隔离护理体会进行了探究，从获取

资料数据中分析出：本组纳入研究人员经干预后的

心理状态、睡眠质量评分均有改善，同干预前各项

评分对比结果有差异出现，获取 P 值＜0.05。同时，

组内满意率高达到 98.00%，高血压病发占比率仅

4.00%。分析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对该类患者实施

隔离护理期间，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对患者病情进行

全面监测，加之对患者机体、心理等方面的干预，

实现了全面干预，在确保新冠肺炎得到及时有效控

制和治疗的同时，高血压病症也得到全面控制，大

大降低了高血压发病率，避免因高血压发病导致新

冠肺炎治疗难度的增加，间接性促进了患者康复速

度。 
综合上述研究讨论分析可知，在方仓集中隔离

期间对高血压合并新冠肺炎患者实施护理干预期间，

基于患者实际需求开展综合护理干预可有效改善患

者身心状况，值得在临床相关护理工作开展期间积

极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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