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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老年冠心病伴高血压病患者的护理干预措施及效果。 方法：选取 46 例老年冠心病伴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病患纳

入时间自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根据护理内容不同分组为常规组、观察组，分别施行常规护理、延续护理。对比两组老年冠心病伴

高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情况。 结果：观察组老年冠心病伴高血压患者躯体功能、社会功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等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

常规组，P<0.05。 结论：对老年冠心病伴高血压病患者施行延续性护理干预能有效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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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高血压均多发于老年患者，而老年人群因机体各机能

减弱，在对其进行救治、护理时需给予足够重视。在常规疾病治疗

及护理的基础上，有意识将护理服务延续至患者日常生活中，对患

者疾病控制有积极意义[1]。本次研究即探究延续性护理服务对老年

冠心病伴高血压患者的临床价值。 

1.基线资料和方法 

1.1 基线资料 

选取 46 例老年冠心病伴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病患纳入

时间自 2019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纳入病患均确诊为老年冠心病

伴高血压患者，且沟通、认知功能正常。 

根据护理内容不同将 46 例老年冠心病伴高血压患者分组为常

规组、观察组，常规组 23 例患者中男、女例数分别为 13、10，最

低年龄为 65 岁，最高年龄为 83 岁，年龄均值为（72.36±3.54）岁，

病程为 1 年~10 年，病程均值为（5.12±0.59）年；观察组 23 例患

者中男、女例数分别为 14、9，最低年龄为 66 岁，最高年龄为 85

岁，年龄均值为（72.46±3.14）岁，病程为 1 年~11 年，病程均值

为（5.15±0.53）年。两组老年冠心病伴高血压患者资料经对比可

知无明显差异，有可比性。 

1.2 方法 

常规组：开展常规护理，即行疾病健康知识教育、用药指导，

并告知患者定期复查。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措施基础上开展延续性护理干预，具体为：

（1）建档。为本组患者建立健康档案，详细记录其基本信息、疾

病情况、用药情况以及联系方式等。（2）护理方案。由专人负责本

组患者的延续性护理工作，除患者自身来院复查外，拟定每两个月

进行一次入户随访，每一个月进行一次电话随访，详细记录患者病

情变化，并根据患者反馈进行对应指导。（3）反复宣教。于每次随

访、患者来院复查时，反复对患者开展疾病相关知识宣教，提升患

者对疾病的重视程度。同时，定期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由专业医生

进行讲课，讲课内容包括疾病自我保健、防护相关知识。（4）生活

指导。于随访时，了解患者生活状况后给予针对性指导，告知患者

需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饮食、运动习惯，以改善其机体状况。 

1.3 评价指标 

采用生活质量评估量表评估两组老年冠心病伴高血压患者的

生活质量情况，主要评估内容包括躯体功能、社会功能、情绪功能、

角色功能，得分越高即生活质量越高。 

1.4 数据处理 

采取软件 SPSS21.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c±S）表示，用

t 检验比较。p＜0.05 则比较有统计学差异。 

2.结果 

观察组老年冠心病伴高血压患者生活质量各指标评分显著高

于常规组，P<0.05。具体见下表。 

表 1.比较两组老年冠心病伴高血压患者生活质量评分（`c±S，分） 

组别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 情绪功能 角色功能 

常规组（n=23） 83.13±2.78 85.73±2.23 82.29±1.11 85.29±2.11 

观察组（n=23） 95.52±2.13* 96.63±1.52* 97.73±1.15* 96.73±2.41* 

注：与常规组比较，*p＜0.05。 

3.讨论 

冠心病，即冠状动脉性心脏病，为常见心血管疾病，极易引发

机体心肌缺氧、缺血。高血压为常见慢性疾病，亦为心脑血管疾病

主要危险因素。冠心病伴高血压多发于老年人群，需持续用药以控

制疾病发展[2]。为确保老年冠心病伴高血压患者的疾病控制效果，

在施行常规护理基础上，需将护理服务延续至患者日常生活中。延

续性护理服务即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定期开展随访、护理，以延续

护理效果。对老年冠心病伴高血压患者施行延续性护理服务，通过

持续给予患者用药、生活、认知等方面的护理服务，进而达到改善

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3]。结果显示，观察组老年冠心病伴高血压患

者生活质量指标（躯体功能、社会功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评

分显著高于常规组，P<0.05。  

综上所述，开展延续性护理干预对提升老年冠心病伴高血压患

者生活质量有积极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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