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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路径护理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
谢颖超 

（湖南省邵东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422800） 

【摘  要】目的：分析在老年高血压患者的临床护理当中，应用临床路径护理方案的具体效果。方法：选择我院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3
月收治的 78 例老年高血压作为对象，将其随机均分作参照组与分析组，参照组患者接受常规护理，分析组患者则接受临床路径护理，对其
护理前后的血压情况进行观察分析，并调查其护理满意度。结果：分析组患者接受护理后的满意度高于参照组，且血压水平更为稳定，两
组患者的相关数据对比后存在明显差异（P＜0.05）。结论：针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护理而言，让其接受路径护理干预的效果较好，该方案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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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生活水平出现了迅速提高，且生活习惯也在不断改
变，再加上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影响，导致患有高血压的老年患者数
量出现了显著增多[1]。老年高血压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临床常见病、
多发病之一，且患者的年龄正在不断向着年轻化方向发展[2]。结合
相关研究数据可看出，老年高血压患者在患病之后多会出现其它并
发症，其生理机能与免疫系统功能会出现不断下降，很多患者的病
情较为严重，且血压难以得到控制，这样很有可能造成患者出现死
亡[3-4]。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临床干预当中，患者除了需要接受科学的
治疗之外，还需要接受临床护理干预。我院针对患有高血压的老年
对象选择应用临床路径护理模式，收到较好的反馈效果，现分析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017 年 5 月—2018 年 3 月时间段内到我院接受住院治疗的
老年患者当中挑选 78 例患有高血压的对象开展此次观察分析，所
有患者经检查后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诊断标准。患者纳入标准
为：年龄在 60 周岁以上对象、自愿入组且住院时间超过一周患者、
意识清楚患者、个人资料完整对象。本次研究进行之前，我院排除
如下患者：精神状况异常患者、年龄＜60 岁患者、意识存在障碍者、
高血压恶性病变对象、恶性肿瘤患者、合并其它类型重症疾病者、
住院治疗时间在一周以下患者、临床资料不全对象、无家属监护患
者。将所有对象随机分成参照组与分析组，每组各有 39 例。参照
组男性 20 例，女性 19 例，年龄为 61—81 岁；分析组患者中男性
19 例，女性患者 19 例，患者年龄 62—80 岁，两组对象基本资料对
比未见任何差异（P＞0.05）。 
1.2 方法 

参照组患者单纯接受临床常规性质护理干预，护理人员主要对
患者的血压情况等进行观察，对患者用药加以指导等，分析组患者
则需要接受临床护理路径干预，主要方法如下： 

患者住院当日，护理人员需要严格执行入院医嘱的相关要求，
告知患者遵医嘱按时服药。在晚间告知患者 22 时后不得进食，以
方便第二日清晨采血检查。护理人员还需要对患者的各项情况进行
综合性评估分析，年龄较高的患者还需要接受跌倒等风险评估，护
理人员需做好患者生命监护。 

在患者住院期间第 2—3 日时，护理人员需要帮助患者接受各
项基础检查，并且加强患者此前的基础护理等工作，进一步控制患
者饮食的含盐量等，每日摄入的盐分不得超过 6g。护理人员需要让
患者戒酒、戒烟，并且指导患者养成良好习惯，并且在改变患者卧
床体位等的时候不要速度较快，以免患者血压出现波动。 

在患者住院期间第 4—7 日间，护理人员还需要让患者保证良
好的心态，不要在接受治疗期间出现过于激动的心理，以免导致血
压上升等。护理人员可以用音乐等转移患者的注意力，并且指导患
者缓慢呼吸。在饮食方面，除了需要继续控制患者饮食中的盐分之
外，护理人员还要让患者多食用一些香蕉、土豆等钾元素含量丰富
的食物[5]。 

患者出院当日，护理人员需做好注意事项的交代，并且下发护
患联系卡，叮嘱患者回到家后注意各方面事项，并且有问题随时联
系护理人员进行处理，还要定期到医院复查。 

1.3 临床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分别接受不同方式护理干预前后的血压情况进行

观察，并调查患者的护理满意度，选择我院自制满意度调查表进行
观察，患者打分低于 60 分为不满意，61—85 分为较为满意，85 分
以上为非常满意，总满意度为较为满意+非常满意。 
1.4 统计学分析 

在临床相关数据的分析研究当中，我院利用 SPSS21.0 软件包对
数据进行检验处理，计数资料为 n（%），接受 X2 检验，计量资料
为（ x ±s），接受 t 处理。若是双方的相关研究数据在接受比对后
显示 P＜0.05，则提示差异存在明显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血压情况 

表 1 两组对象护理前后血压指标对比（ x ±s）

组别 例数 舒张压 收缩压 
n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参照组 39 98.2±3.1 95.1±2.2 167.4±4.7 145.9±2.7 
分析组 39 98.3±3.3 86.4±2.3 168.1±4.5 103.1±1.9 

t —— 0.138 17.071 0.672 80.959 
P —— 0.891＞0.05 0.000＜0.05 0.504＞0.05 0.000＜0.05 

从上表 1 数据可看出，分析组对象接受干预后的血压水平明显
得到更好控制，数据对比后存在明显意义。 
2.2 患者满意度 

参照组患者对护理总满意例数为 25 例，分析组患者的总满意
度例数则为 37 例，数据对比后 X2 为 11.313，P=0.001＜0.05，差异
存在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高血压是目前临床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内科疾病，患者多为年龄
较大的老年人[6]。目前，伴随相关因素的影响，老年高血压患者的
数量出现了明显增多，患者的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均受到了严重威
胁。很多老年高血压患者在患病后会出现脑卒中、心衰等多种严重
疾病，患者很可能出现肢体残疾甚至死亡，这也给国家造成了严重
负担，患者的整体情况都会受到严重威胁。 

临床护理路径是临床护理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护
理工作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临床护理路径是根据多学科委员会审
定的护理路线图性质的护理工作，护理人员每日的工作侧重点及相
关的护理内容等会跟随患者的病情变化而出现相应的调整。这样一
来，护理人员的工作就不会出现明显的盲目性，护理人员可以开展
预见性和计划性较强的护理工作。临床护理路径可以对护理工作进
行更为规范化的处理及调整，护理人员可以在工作中加强与医生之
间的紧密合作，这样既可以提高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质量，更可以
对护理成本进行较好的控制，这对于患者的护理工作也十分关键。 

在此次研究当中，两组患者分别接受不同模式护理干预。在对
比相关数据后可看出，分析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好于参照组，且接
受护理干预后的血压水平得到显著控制。 
结语： 

就临床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护理方式选择来讲，给予其临床路径
护理可有效改善其自身血压水平，并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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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可在临床中大范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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