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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沟通用于高血压护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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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工作压力的增大以及其他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我国高血压患病人数逐渐增多，该疾病的治疗及护理也受

到了医学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高血压患者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治疗，才能够有效避免在疾病发作期间诱发各类并发症，在正式的治疗过程中，患

者对于治疗的依从性较差，导致治疗措施的实施受到阻碍。为此，本文对高血压患者治疗期间采取护理沟通进行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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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的多样化，饮食结构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群

体诱发不同的慢性疾病，而高血压患者的患病人数逐渐增多。在慢性

疾病患者中，高血压患者居多，由于该类疾病造成死亡的几率较高，

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及工作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高血压的治疗及护理逐

渐被社会人士关注。高血压作为人们熟知且常见的疾病，其极易导致

心脑血管病的诱发[1]。随着疾病发病几率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对高

血压疾病的认知加深，越来越重视高血压患者的疾病管理、治疗预防。

而高血压作为慢性疾病，当前并无立竿见影的药物治疗，仅能通过药

物进行调理。患者长时间的进行单一的治疗，会使患者出现排斥心理，

因此在患者的治疗期间，需要做好患者的心理纾解工作，提升其治疗

依从性[2]。

1 高血压患者的特点

根据流行病学的研究报告发现，高血压疾病的患病率约为 28%，

已经接近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高血压疾病的治疗还需要

积极开展研究工作，旨在追求更高效的高血压疾病治疗疗效。此外，

从相关数据调查中可知，患高血压疾病的患者逐渐朝着年轻化发展，

随着人们工作、学习压力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青年群体诱发高血

压。综合数据来看，在高血压患病人群中，其主要群体依然是中老年

群体[3]。高血压是一种较为特殊的慢性疾病，除了药物治疗之外，还

需要在饮食、运动、睡眠、工作等方面注意相应的事项，将老年高血

压患者的血压控制在合理的水平，防止由高血压控制不得当而引发各

类并发症，威胁患者的身体健康，高血压疾病及患者的特点如下。

1.1治疗周期较长

高血压是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现阶段并无特效药物治疗，往往

是通过服用药物来控制血压，将患者的血压控制在接近于正常范围内。

反复进行血压测量、药物服用，如此循环，会使得患者的耐心逐渐消

磨，久而久之，患者会出现排斥心理，尤其是在平日里未得到饮食上

的注重，导致复查血压时，血压偏高，患者会出现较为严重的无力感，

且来回的奔波使得患者身心疲惫，甚至一些患者会自行选择停药，这

会导致患者的病情加重，增加后续的治疗难度。如此循环，会导致患

者的不良情绪加重，出现的消极心理越来越重，甚至在发生并发症期

间，患者一时间无法接受，会有轻生的念头出现。

1.2群体特殊

据相关学者研究发现，高血压患病人群大多为中老年群体，这是

由于人体的血压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升高，其中以收缩压最为

明显，在正常的情况下，人上了 50岁后，其舒张压会呈现出明显的下

降趋势，而脉压则会增加，这就导致了患者出现高血压，这类症状的

疾病均属于普通高血压。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高血压群体，

例如：妊娠高血压、儿童高血压等[4]。其中妊娠期高血压多数患者在

妊娠期采取对应的治疗措施患者的血压均会在妊娠期结束后症状消

失，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妊娠期结束后仍是高血压的患者，该类患者需

要采取常规高血压的治疗方式进行口服药物治疗。而儿童高血压患者

则需要判断患者血压增高的具体原因，随后采取专项的治疗措施进行

治疗，其中原发性高血压的儿童患者，通常首选非药物治疗，叮嘱患

儿家属对患儿的生活习惯进行督导，纠正不良习惯，切勿给患儿带来

巨大的压力，在日常饮食中，除了补充患儿成长所需的营养元素之外，

还需要控制盐量的摄入，若患儿体脂严重超标，则需要采取饮食节制，

控制患儿的体重，督促患儿进行相关体育锻炼，减少患儿看电视、玩

手游的时间，多进行户外运动，不仅能够加强身体抵抗力，还能够促

进患儿的代谢功能。通过上述的治疗方式，若患儿的血压得到稳定，

那么则无需采取药物治疗。若是通过非药物治疗血压并未得到控制的

患儿，则需要采取同普通高血压患者同样的治疗方式进行治疗，且治

疗方式也存在着差异[5]。因此在治疗该类高血压时，需要结合患者的

实际情况给予专项的治疗措施。

1.3疾病知识欠缺

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在疾病发作时，患者在此之前并未了解过专项

的治疗以及专项的护理，使得患者的疾病知识储备欠缺，一些患者在

了解到高血压疾病需要长期治疗时，会比较迷茫，不知所措，甚至会

过于担心高血压对自身生活以及身体的影响，从而使得患者出现焦虑、

抑郁等不良情绪，对后续的治疗方案的顺利开展，造成一定的阻碍。

1.4缺少监督

高血压患者在治疗的期间，由于欠缺专项的监督人员对其进行监

督，因此会在治疗期间出现停药、饮食不当等行为，不仅阻碍了血压

的控制，还会加重病情，最终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例如诱发心脑血

管疾病、脑卒等。使患者苦不堪言，不仅会加重患者的病情，还会因

各种并发症的治疗带给患者家庭经济压力，可见其按时、按量服药的

重要性。

2 高血压患者的护理工作

2.1收集患者资料

为了保障后续沟通的顺利开展，护理人员需要收集患者的病情诊

断报告，并记录好患者年龄、家庭成员、岗位等基础资料，为患者建

立专属的个人病例档案，以便于患者的病情患者以及患者信息的更新。

为后期的沟通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记住患者的名字、家庭成员，在

为患者测量血压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无误地叫出患者名字，使患者能

够感受到被重视，消除对医务人员的排斥心理。

2.2开展健康教育科普工作

对高血压患者进行定期的培训，将所有高血压患者组织在一起，

开展中、小型的健康知识交流座谈会，同时引进院内资历深厚的专家

进行授课，授课内容围绕高血压的发病原因、在发病后的治疗方案等，

通过详细的讲述，提升患者的高血压知识储备量，有助于控制患者的

病情[6]。不仅如此，通过定期的疾病知识宣讲，能够使患者接触到医

务人员，给予患者良好的第一印象，彰显出医务人员的专业素养，减

少彼此的陌生感，增强信任，为后期的治疗及疾病管理打下夯实的基

础。由于患者大多为中老年群体，一些老年患者可能存在听力不佳的

情况，因此在进行授课时，可以借助扩音器、音响设备等使患者能够

清晰地听见宣讲内容，在授课期间，始终保持语速平稳、吐词清晰、

态度温和。除此之外，在制定授课课件时，需要尽量避免过于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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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采取通俗易懂的语句，以便于患者能够更好的理解。在期间可

采取举例说明，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病例案例像讲故事一般的讲

述，以达到提升高血压患者疾病知识储备的目的。

2.3日常沟通技巧

在每日为患者测量血压时，结合上述准备工作，准确的唤出患者

姓名，并说出准确的入院时间，在测量完成后，告知患者本次测量的

结果，并且当面与患者上次的测量结果进行分析，让患者感受到医务

人员对自己的重视，使其具有亲切感。在每日巡查病房的过程中，医

务人员需要积极、主动地与患者沟通，简单地询问，增加医患之间的

熟悉感。例如：“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今天感

觉如何，与昨天相比怎么样？”“有没有按时按量吃药？”等。通过

询问收集患者近期的饮食摄入、药物摄入、运动项目等，分析患者影

响患者当前血压的相关因素，并告知患者。同时在医务人员巡查的过

程中，需要整理好自身的形象，保持衣物干净、整洁，时刻保持微笑，

使患者感受到舒服，减少排斥心理[7]。

2.4利用沟通技巧增加信任

在日常的病房巡查中，在询问期间，若患者询问医务人员自身身

体出现酸痛，那么医务人员则需要告知患者造成酸痛的原因，告知患

者简单的按摩手法，并做好演示。在沟通的实际过程中，医务人员需

要以平静、温和的态度，切勿过于严肃，否则会使患者多疑，同时也

会使患者出现排斥感。为营造出良好的治疗氛围，医务人员需要组织

病房内的高血压患者进行互动，使患者之间相互了解，寻找共同话题，

投其所好。由于患者大多为中老年人，在日常的护理中，可以通过播

放戏剧、象棋竞赛等，舒缓患者身心，在闲暇之际，可将所有高血压

患者集中在一起，通过举办广场舞、太极、象棋等活动，增加患者的

运动量，同时还能够打开患者的交际，使患者在活动期间结识病友，

患者之间存在共同话题，更够促进患者之间的友谊，从而使患者在日

常生活中互相监督彼此。不论是日常巡护中还是院内见面，医务人员

需要具备礼貌，主动与患者打招呼、交流，使患者能够感受到被认可，

在进行沟通的过程中，医务人员需要充分的体现出对患者的关心，面

带微笑，切勿在沟通中无意识的流露出厌烦，以免患者排斥医务人员。

不仅需要做好与患者之间的沟通，还需要强化与患者陪同人员的沟通，

使患者的陪同人员对高血压疾病知识储备提升，告知陪同家属在平时

饮食的摄入上，遵从少盐、少脂肪，将每日的盐量摄入控制在 5g以下，

拒绝奶茶、肥肉等食物，将香烟、酒水对疾病的危害如数告知，并嘱

咐患者家属监督患者的禁烟、禁酒工作。

2.5心理纾解

因高血压属于慢性疾病，需要患者接受长时间的单一口服药物治

疗，长此以往，患者容易出现消极的情绪，从而对药物的治疗效果产

生怀疑，认为药物无法控制自身的血压，从而内心排斥服用药物，并

且心理会出现消极的心理，容怒、焦躁，较为严重的甚至会出现轻生。

因此，需要护理人员运用沟通技巧积极的与其沟通，保持温柔、亲和

的态度，了解患者当前真实的内心想法，通过询问患者的质疑点，是

因治疗效果，还是因为家庭支出造成的压力，对患者所讲述的内容标

表示认可，减少患者对医务人员的排斥，结合患者的压力来源，实施

针对性的纾解工作。例如，患者因药物疗效产生的压力，此时医务人

员则需要告知患者，药物的成分，药物的主治方向，并告知患者高血

压是慢性疾病，通过药物治疗并不能痊愈，只是通过服用药物，使血

压接近于正常范围，以免长时间处于高血压的状态，造成脑出血、脑

卒等疾病。通过针对患者压力的源头，给予患者心理纾解，促使患者

了解药物的作用，了解药理机制，从而更加信任医务人员，减少对其

的排斥，使患者能够积极、主动的遵循医嘱，方便后续治疗措施的顺

利实施，促进患者的血压稳定，改善患者的生活水平[8]。

2.6纠正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

有相关学者研究发现，在高血压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医务人员需

要纠正患者的不良生活习惯，例如熬夜、暴饮暴食等，这样才能够真

正保障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同时更利于患者的疾病病程

控制。由于高血压的特殊性，患者在日常的饮食中，需要做好规划，

遵循上述低盐、低脂肪的原则，如此一来才能够更好的保障患者的疾

病得到治疗。尤其是高血压患者中的老年群体，其本身身体素质就无

法与青壮年相比，会伴随着其他的一系列并发症，中老年群体身体素

质较弱，若是在高血压疾病期间诱发了其他并发症，可能会直接导致

患者的病情朝着坏的方向发展，最终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采取预防

保健以及高血压康复护理干预，目的在于让高血压患者的疾病知识储

备提升，能够在生活中、治疗期间，懂得自我约束，配合相关治疗措

施，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3 结语

由于老年群体身体素质无法与青壮年群体相比较，在实施治疗方

案时，需要采取更加全面的护理措施，以此来保证患者的正常生活，

通过引进专家、录制科普视频等方法，将患者疾病相关知识进行宣教，

使患者对自己的疾病发展、疾病治疗、疾病预后等掌握度提升，主动

控制血压等指标处于接近正常的范围内[5]。在此次的探究过程中，通

过运用沟通技巧积极与其沟通，给予其心理安抚，使其保持平和的心

态积极应对后续的治疗方案，减少对医务人员的排斥，增加治疗依从

性，使患者的血压得到控制，提升患者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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