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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在社区慢性病管理中的价值研究

耿鸿鹄

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海 200231

【摘 要】：目的：借助健康教育实现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缓解慢性病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方法：从某

社区医院近两年就诊病例中随机挑选出 200名慢性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其中的 100 人进行健康教育，观察一个月后的

慢性病患者综合情况。结果：在落实了健康教育后，患者各项指标得到了明显改善，对药物的依赖性明显降低，症状也得到

了一定的好转。结论：在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借助健康教育实现慢性病管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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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几年来，国家经济水平不断上升，国民生活得到保障

后，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也随之提高。但近几年来，慢性

病问题日益严重，根据不完全统计得到的数据显示，慢性病

致死率已经达到了 80%，疾病负担为 65%。想要真正意义上

实现全面小康，就必须要对慢性疾病进行控制，有效减少慢

性疾病造成的负面影响。社区医院作为国家医疗机构的基

层，在开展健康教育上具有一定的便捷性和优势性。因此，

打造出更加完善的健康教育模式，是现阶段的重点。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根据不完全统计，心脑血管慢性病给 53%的家庭造成了

灾难性的影响，而这其中还有 73%的低收入家庭。根据不完

全统计，在所有心脑血管病患中，有 46.5%是因为不健康的

生活方式或者行为所导致的，而在国民调查的数据显示，仅

有 11.2%的居民可以保持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不仅是心

脑血管这种慢性疾病，还有很多慢性病都给人体造成了严重

的负面影响。现如今，医疗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慢性病

治疗挤占了大量医疗资源，但实际上慢性病可以通过系统的

辅助性治疗进行控制。从某社区医院近两年就诊病例中随机

挑选出 200名慢性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其中的 100 人

进行健康教育，观察一个月后的慢性病患者综合情况。在开

展健康教育前，针对该社区的 200 名慢性病患者展开系统的

研究，明确患者的实际情况，从而更好地展开健康教育工作。

表 1 患者的综合情况

慢性疾病 高血压
冠心

病

高脂

血症

慢性支气

管炎

糖尿

病

脑血

管病

患者人数 70 45 22 13 32 18

占比 35.0% 22.5% 11.0% 6.5% 16% 9%

1.2方法

面对观察组采取系统的健康教育，面向对照组则保持自

愿原则参与健康教育活动中。具体的健康教育手段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定期随访。借助电话、视频等方式，对患者情况

进行监督，了解患者的日常生活状态，考察患者的自我约束

能力，从而为后续的健康教育工作奠定基础，提供参考。

第二，健康教育。包括但不限于讲座、影片、座谈会、

宣传册、宣传报等，让患者认识到不良生活、行为习惯的负

面影响，帮助患者有效抑制并发症，提高生活治疗。

第三，定期监测。根据慢性病患者的情况，展开系统的

监控，测量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进行跟踪记录，了解

患者的病情变化，调控药量，采取食疗等辅助性治疗手段。

第四，健康指导。针对慢性病患者展开系统的健康指导，

包括日常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运动习惯等，面向患者推荐

健康、绿色的食谱，必要时可以借助中医的食疗理念，指导

慢性病患者调整日常菜单，逐渐缩小不良食品的食用量。针

对极个别的特殊患者采用定制食谱，鼓励患者配合，同时针

对患者在长期饮食控制过程中产生的心理问题进行调节。另

外，带领慢性病患者展开常规性的运动训练，制定科学的运

动计划，提高患者整体的免疫力。

2 结果

在开展健康教育的过程中，观察组的 100 名慢性患者全

程参与，对照组的患者参与人数较少，表 2-表 5 分别为开展

健康教育后两组患者的情况，从各个数据中可以看出，完全

参与到健康教育的观察组患者各方面都得到改善，尤其是各

项临床指标中达标率较高，两组差异性明显。

表 2 健康教育后患者各项常规指标比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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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

数

健康知识掌

握情况

生活习惯改

善率

治疗依从

率

并发症发

生率

观察

组
100 98（98%） 97（97%） 99（99%） 3（3%）

对照

组
100 76（76%） 73（73%） 79（79%） 14（14%）

表 3 健康教育后患者各项临床指标达标情况[n（%）]

组别 例数 血糖达标 血脂达标 血压达标

观察组 100 98（98%） 97（97%） 96（96%）

对照组 100 80（80%） 80（80%） 78（78%）

表 4 健康教育后患者血压和血糖情况[ sx  ]

组别
例

数

收缩压

（mm/Hg）

舒张压

（mm/Hg）

餐后 2h 血糖

（mmol/L）

空腹血糖

（mmol/L）

观察

组
100

121.3±

11.5
81.5±8.4 10.12±1.01 7.45±1.01

对照

组
100

131.4±

15.2
92.3±11.3 9.12±0.50

61.12±

0.40

表 5 健康教育后患者行为习惯的改善情况[n（%）]

组别 例数

控制盐

糖脂类

摄入量

坚持运

动

定期监

测临床

指标

戒烟酒
总体健

康行为

观察

组
100 89（89%）

91

（91%）

93

（93%）

95

（95%）

93

（93%）

对照

组
100 68（68%）

73

（73%）

71）

（71%）

85

（85%）

73

（73%）

在本次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慢性病患者集中在中老

年，尤其是患有多种慢性病的患者大部分年纪较大，平均年

龄在 63.53±3.25岁，病程 5-21 年。相比较依靠患者主动约

束和不定期的医疗咨询，不仅对患者的自我康复毫无作用，

还会导致医疗资源被迫浪费。健康中国是国家当前的主要战

略规划项目之一，并且以此制定出了具体的发展纲要，提出

了明确的发展要求，同时也明确了实现日期。因此，必须要

抓紧发展机遇，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在社区慢性病管理中的应

用，落实工作任务。

在全民健康的理念下，社区作为基层组织机构，必须要

充分发挥出自身的作用，面向全体社区居民展开多元化的健

康教育工作，社区医院作为重要的健康教育载体，必须要充

分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确保相应的工作得到系统开

展。现如今，还要对健康教育模式进行创新，借助现代化信

息技术展开多元化的知识科普工作，比如：微信公众号、短

视频平台等，定期推送不同的健康知识。面对一些自制力较

差的人群，建立微信群，设计监督小组，成立运动小组，搭

伴运动。比如：社区医院可以选择特定时间组织开展社区运

动项目，安排专业人员带领进行八段锦、太极拳等运动。同

坐这些方式，让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丰富对慢性病知

识的了解，树立起健康的生活习惯。不仅如此，社区医院可

以借助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对医院内部接收的慢性病患者

信息数据进行分析，及时和患者进行沟通，强化后续的医疗

卫生服务，从根本上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健康教育落实，还

要引导慢性病患者对医疗知识产生正确的认识，避免上当受

骗，耽误治疗。

3 总结

综上所述，慢性疾病管理作为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项目

之一，得到了业内和国家的重视，但从实际数据来看，还需

要对管理模式进行进一步创新。社区作为国家社会的基层组

织结构，和国民的距离最近，展开健康教育的效果更优，强

化健康教育，是当前社区的核心任务。从实际数据显示，健

康教育工作的强化落实，在增强社区居民的健康意识、控制

慢性病发展上效果较优，能够有效提高慢性病患者的生活质

量，最大程度节约医疗卫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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