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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延续护理在急诊高血压病患者 

健康教育中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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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急诊高血压患者实施个体化延续护理在提升健康教育水平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方法：选取 104 例急诊高血压患者，均为我院 2020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间收治，将其按照护理方案的不同随机分组，不同护理方案组分别占 52 例患者，给予个体化延续护理干预者设定为观察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者

设定为对照组，结合两组血压水平、护理满意度评价及服药依从性和健康知识水平评分，总结护理经验。结果：血压水平方面，观察组护理后的舒张压、收缩压

水平，分别与对照组相比，血压水平均较低，（P＜0.05）。护理满意度评价方面，较对照组的 75.00%相比，98.08%的观察组显著较高，（P＜0.05）。分别对比对

照组和观察组的健康知识水平、服药依从性评分，数据差异较大，观察组的评分均较高，（P＜0.05）。结论：对急诊高血压患者实施健康教育时，为了保证护理

效果、有效控制患者的血压水平，并提升患者用药依从性及健康知识水平，建议推广应用个体化延续护理干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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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continuous nursing o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health education in emergency hypertensive 

patients. Methods：A total of 104 emergency hypertensive patients were selected，all of whom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0 to February 

2022，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plans. There were 52 patients in different nursing plan groups，and they 

were given individualized continu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set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and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experience was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blood pressure level，nursing satisfaction evaluation，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health knowledge level 

scores in both groups. Results：In terms of blood pressure，th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nursing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respectively（P<0.05）. In terms of nursing satisfaction evaluation，compared with 75.00% of the control group，

98.08%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 Comparing the health knowledge level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spectively，the data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and the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P<0.05）. Conclusion：

When implementing health education for emergency hypertensive patients，in order to ensure the nursing effect，effectively control the blood pressure level 

of patients，and improve patients'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health knowledge level，it is recommended to popularize and apply the individualized continuous 

nursing intervention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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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急诊科一种较为普遍且多见的疾病，患者由于短时间内血

压急剧升高而就诊。而血压升高是由于流动的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值持

续高于正常，一旦确诊为高血压，患者需要长期遵医嘱用药，才能有效

控制血压水平，并预防各种并发症发生。所以，高血压也是一种可控制

性的终身性疾病。但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中，中老年人占绝大多数，

患者普遍存在疾病认知水平低、服药依从性差等问题，这样极易造成血

压水平控制效果不理想现象。所以，加强对高血压患者的健康教育意义

重大[1]。实验选取 104 例急诊高血压患者进行护理研究观察并分析，其中

对部分患者实施个体化延续护理干预措施，显著改善了患者的健康教育

水平，从而达到有效控制血压水平，改善预后的目的。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104 例急诊高血压患者进行分析，患者进入急诊治疗的时间分

布在 2020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间，将其按照护理方案的不同随机分组，

52 例给予个体化延续护理，设定为观察组，年龄 小 44 岁， 大 79 岁，

平均（56.95±2.15）岁，女性和男性分别占 20 例、32 例，52 例给予常规

护理，设定为对照组，女性和男性分别占：22 例、30 例，年龄 小 42

岁， 大 81 岁，平均（57.02±2.08）岁，所有患者入院急诊就诊时，依

从性良好，经 3 次以上血压水平测量，确诊为高血压。患者均配合实验

研究排除重大脏器恶性肿瘤疾病者、意识障碍者、药物过敏者，其基本

资料可比，（P＞0.05）。 

1.2 方法 

对照组  常规护理干预  患者就诊时，密切监测血压水平，同时定

时为患者测量体温、脉搏、血糖等，随时对症处理异常。还要为患者讲

解相关降压药物的服用方法、相关注意事项，还要叮嘱患者用药期间要

注意控制饮食、坚持运动，发现异常要及时复诊，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血

压水平。 

观察组  个体化延续护理干预  首先，为每位急诊高血压患者建立

电子档案，患者出院前，责任护士全面了解患者的情况，包括基础信息

和病情方面，内容涉及患者的年龄、饮食情况、联系方式、家庭成员、

工作状况，用药名称、血压控制情况等，为期建立专人电子档案，还要

及时告知患者出院后应在日常生活中注意的事项，并告知患者发现异常

要及时来院复诊。此外，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延续护理的必要性，争取

获得患者及其家属的认可，以便积极配合所有护理工作。还可以通过相

互添加微信的方式，为期建立微信群，通过微信群定时向患者推送有关

高血压疾病及护理方面的知识，并定期解决患者的微信疑问，促使血压

水平得到有效控制[2-3]。其次，为患者实施健康宣教：出院前，责任护士

为每位患者进行高血压疾病知识宣传，可向患者发放健康宣传手册，内

容包括高血压发病原因、控制方法、预防措施、并发症预防及应注意的

事项等，提高患者疾病认知水平及配合度，同时告知患者出院后定时测

量血压、遵医嘱用药，发现血压水平异常要及时询问医护人员，避免引

发更严重的并发症。 后，实施随访干预：患者出院后， 好 每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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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电话随访，及时了解患者血压控制效果、用药有无异常状况等，对

于用药依从性较好的患者，应给予适当的表扬，使其能够在今后继续保

持。对于用药依从性欠佳的患者，应向其阐述不遵医嘱用药的后果，并

告知患者高血压疾病属于一种可控制性的终身性疾病，服药是必然的。

对于心理问题较严重者，可给予适当的心理关注，告知患者放松心情，

正视病情。还要了解患者日常生活作息及生活习惯，及时纠正错误行为，

帮助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嘱咐患者多饮水、保证睡眠充足，适当运动[4]。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血压水平、服药依从性评分、护理满意度评价及健

康知识水平评分，其中健康知识评分采用问卷调查形式了解，问卷内容

涉及高血压治疗、危害、预防措施等方面，总分 100 分，得分与患者健

康知识水平成正比。服药依从性，总分 8 分，得分与患者服药依从性成

正比。 

1.4 统计学分析 

软件 SPSS24.0 分析实验数据，计量资料，如健康知识评分、服药依

从性评分，组间差异用 t 检验，表示用±标准差，计数资料，如护理满意

度，组间差异用 X2 检验，表示用%，统计学意义判断标准：P＜0.05。 

2 结果 

2.1 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血压水平进行对比 

见下表 1，分别对两组患者实施不同护理方案后，较对照组相比，观

察组的血压水平显著较低，数据差异性经 t 检验，（P＜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血压水平对比（mmHg） 

组别 n 舒张压 收缩压 

观察组 52 81.54±2.65 98.74±3.57 

对照组 52 88.47±2.81 124.76±3.61 

t / 7.492 9.215 

P / 0.000 0.000 

2.2 对对照组和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评价进行对比 

见下表 2，较对照组的护理满意度评价相比，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评

价显著较高，（P＜0.05）。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52 36（69.23%） 15（28.85%） 1（1.92%） 98.08%

对照组 52 20（38.46%） 19（36.54%） 13（25.00%） 75.00%

X2 / / / / 11.873

P / / / / 0.000 

2.3 对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服药依从性评分、健康知识水平评分进行对

比 

见下表 3，2 组服药依从性评分、健康知识水平评分对比，观察组的

各项评分均较高，（P＜0.05）。 

表 3  两组服药依从性、健康知识水平评分对比（分） 

组别 n 服药依从性 健康知识水平 

观察组 52 7.63±0.45 87.92±2.88 

对照组 52 5.48±0.39 70.13±2.94 

t / 6.185 8.419 

P / 0.000 0.000 

3 讨论 

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2012 年~2015 年我国成人高血压的患病率为

27.9%，且患病率在逐年增长且趋于年轻化的发展趋势。关于高血压的发

病原因，是全世界都在不断探索的难题，截至目前，对该血压的发病原

因尚无明确界定，初步研究认为，与年龄、患者不良的生活方式、遗传

因素等有密切的关系。随着高血压危险因素的不断增加，高血压的患病

风险就越来越大。高血压属于一种可控制性的终身性疾病，也就是说，

患者确诊为高血压后，需要长期遵医嘱用药，才能有效控制血压水平，

预防各种高血压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但目前我国大部分居民，对高

血压疾病认知不充分，常常存在不遵医嘱用药、不能规律饮食、缺乏运

动等。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会导致患者血压水平在短时间内急剧升高，

从而出现急诊高血压，严重威胁生命安全[5]。及时为患者进行药物治疗固

然重要，使得血压水平在 短时间内稳定到安全范围内。但同时加强必

要的护理干预措施也非常关键。当前，绝大部分的高血压患者，不需要

住院治疗，但又要保证其后期用药合理、饮食科学等，所以，加强院外

健康教育护理意义重大。个体化延续护理属于一种新型护理干预模式，

这种护理干预模式主要针对患者院外开展各项护理内容，从而保证护理

服务的连贯性和有效性[6]。对急诊高血压患者应用个体化延续护理干预措

施，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确保患者在院外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护理服

务，增强了健康教育工作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其中对患者建立电子档案

并实施高血压健康宣教，显著提升了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知识水平，争

取取得患者及其家属的认可，从而积极配合遵医嘱用药，科学饮食等[7]。

此外，通过建立微信群，这样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方便，还可以督促

患者正常作息，规律生活，这些对有效控制高血压进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而微信群的建立还能够改善护患关系，增强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交互

性，使得患者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护理服务水平，此外，实现慢性病的

自我管理效果[8]。结合研究结果显示：较对照组的 75.00%相比，98.08%

的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水平显著较高，（P＜0.05）。且 2 组服药依从性评分、

健康知识水平评分对比，观察组的各项评分均较高，（P＜0.05）。可见，

对急诊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时，应用个体化延续护理干预措施，能够有

效保证护理质量，促使患者以较高的服药依从性水平，全面改善健康知

识水平，加深对高血压疾病的认知程度， 大限度降低高血压对身体的

危害性。此外，观察组干预后的舒张压和收缩压水平均较对照组低，（P

＜0.05）。可见，个体化延续护理在急诊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

果比较理想，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血压水平，避免血压水平短时间内持

续升高，引发更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威胁生命安全。 

综上所述，对急诊高血压患者实施健康教育时，为了保证护理效果、

有效控制患者的血压水平，并提升患者用药依从性及健康知识水平，建

议推广应用个体化延续护理干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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