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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高血压护理中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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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价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在老年高血压护理中的应用效果。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对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

质量造成严重影响。通过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我们希望能够提高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生活质量。方法：本

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设计，将老年高血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患者接受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包括定期的健康讲座、个体化的健

康指导、家庭访视等。对照组患者仅接受常规的疾病管理。在干预前、干预后对两组患者的血压、生活质量、自我管理能力等进行评估。结果：1.血压

控制：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的血压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且血压控制率显著提高。2.生活质量：实验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主要体现在身体机能、

心理健康和社会交往等方面。3.自我管理能力：实验组患者在自我管理技能、健康饮食、适量运动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提升。结论：健康教育与慢性病

管理在老年高血压护理中具有显著的应用效果。通过定期的健康教育和慢性病管理，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得到有效控制，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自

我管理能力得到提升。因此，在老年高血压护理中，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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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老年高血压的患病

率逐年上升，已成为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主要慢性疾病之一。高血压不仅

损害老年人的心血管系统，还可能导致脑卒中、心肌梗死等严重后果。

因此，在老年高血压的护理中，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系统的健康教育，可以增强老年患者对高血压的认知，提高自我管

理能力；而慢性病管理则有助于患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并发症

的发生，从而提升生活质量。本研究旨在评价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在

老年高血压护理中的应用效果，以期为临床护理实践提供参考依据，推

动老年高血压护理水平的提升。 

一、研究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一般资料 

所有纳入研究的病人都是从 2022 年 1 月到 2023 年 1 月在社区的 100

名老年人高血压病人，并对他们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二）研究方法 

对照组：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包括遵医嘱用药、监测

血压、饮食指导等。 

实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增加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具体

内容包括：（1）健康教育：定期举办高血压知识讲座，向患者及其家属

普及高血压的病因、症状、治疗及自我管理知识；（2）慢性病管理：建

立患者健康档案，定期评估患者健康状况，提供个性化的饮食、运动及

用药指导，同时鼓励患者积极参与自我管理。 

（三）研究标准 

观察社区干预前后患者血压指标水平变化状况。血压指标包括：收

缩压、舒张压。 

（四）研究计数统计 

数据以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分析，经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经 X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影响着全球数亿人口。随着人口老

龄化的加剧，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老年高血压患者通

常具有更高的患病风险、更严重的并发症以及更低的自我管理能力。因

此，如何有效地管理和护理老年高血压患者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

问题。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高血压的发病率逐年攀升，成为威胁

老年人健康的主要慢性病之一。在老年高血压的护理中，健康教育与慢

性病管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健康教育是高血压管理的基石。许多老年人对高血压的认知有限，

通过健康教育可以帮助他们了解高血压的成因、危害以及日常生活中的

预防措施。比如，如何合理安排饮食，减少盐分摄入，增加富含钾、镁

等微量元素的食物；如何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以增强心血管功能；还

有如何正确测量血压、识别高血压的危机信号等。这些知识不仅能帮助

老年人更好地控制血压，还能提升他们的自我保健意识。 

慢性病管理则更加全面和系统。除了上述的健康教育内容，还包括

定期监测血压、规律服药、及时随访以及处理可能出现的高血压急症等。

慢性病管理强调医患之间的长期合作，医护人员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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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治疗方案，而患者也需要遵医嘱，按时服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在老年高血压护理中相辅相成，前者提供必

要的知识和技能，后者则确保这些知识和技能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有

效应用。两者的结合，不仅能够帮助老年人更好地控制血压，减少并发

症的风险，还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 

实施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情况得

到了显著改善。据统计，接受健康教育的患者在治疗前后的血压水平下

降明显，且自我管理能力也有所提高。此外，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的

实施还降低了患者的医疗费用，减轻了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 

同时，健康教育也提高了患者及其家属对高血压的认识和预防意识，

增强了他们对高血压的应对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

也有利于提高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在老年高血压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显著。通过

实施健康教育，患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和应对高血压，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同时，慢性病管理的实施也有助于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减轻家庭和社

会的经济负担。因此，我们建议在老年高血压护理中广泛推广和应用健

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 

表 1  两组血压情况比较 

组别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对照组（n=50） 160±10 95±8 

实验组（n=55） 145±8 85±6 

三、研究分析 

老年高血压，作为现代社会中日益普遍的慢性疾病，其管理和控制

已成为医疗健康领域的重要议题。高血压不仅本身是一种疾病，更是导

致心血管疾病、脑卒中、肾功能损害等多种严重健康问题的主要风险因

素。因此，在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护理中，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的结合

应用显得尤为重要。 

健康教育在老年高血压护理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老年患

者往往对高血压及其相关并发症的认知不足，通过健康教育可以提高他

们的疾病知识水平，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控制自己的病情。健康教育

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高血压的成因、症状识别、合理饮食、规律运动、

药物使用的正确方法等方面。老年患者通过这些知识的学习，能够更好

地配合医疗团队的治疗方案，主动参与到自我健康管理中来。 

慢性病管理则是一个更为综合的概念，它涵盖了从疾病预防到治疗

的全方位管理。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而言，慢性病管理意味着定期的健

康检查、合理的药物治疗、生活方式的调整以及心理支持等多方面内容

的整合。特别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饮食结构的优化、适量运动的增

加、烟酒等不良习惯的戒除，这些都能在长期管理中显著改善患者的血

压控制情况。 

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在老年高血压护理中的联合应用，能够产生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健康教育提升了患者的疾病认知和自我管理能力，

而慢性病管理则为患者提供了一个持续、全面的健康保障体系。二者的

有机结合，使得老年高血压患者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各个环节

都能得到科学有效的指导。 

实际应用中，我们还需注意到老年患者群体的特殊性。随着年龄的

增长，老年人在记忆力、视力、听力等方面可能有所衰退，这就要求我

们在进行健康教育和慢性病管理时，要更加注重沟通的方式方法，确保

信息能够有效传递并被患者理解接受。 

综上所述，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在老年高血压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显著，不仅能够提升患者的疾病认知和自我管理能力，还能帮助患者建

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提高生活质量。未来，我

们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这一护理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于老年高血压患

者，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四、结论 

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是一种综合性的护理方法，通过提高患者对

疾病的认知，增强其自我管理能力，从而达到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

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这一方法尤其重要。由于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他

们往往对疾病的认知不足，自我管理能力较低，这可能导致血压控制不

佳，增加并发症的风险。通过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我们可以帮助老

年人更好地了解高血压的危害和自我管理的重要性，从而更好地控制血

压，降低并发症的风险，提高生活质量。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的长

期效果，以及与其他护理方法的结合应用。此外，对于不同的老年高血

压患者群体，可能存在不同的教育和管理策略，未来的研究也可以关注

这些差异，以提供更个性化的护理服务。 

总之，健康教育与慢性病管理是老年高血压护理中的有效策略，它

有助于提高老年患者的血压控制效果，提升生活质量，为老年高血压患

者的护理提供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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