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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护理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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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此次探究目的则是对优质护理模式在高血压患者治疗当中的使用情况进行解析，了解这种管理模式对高血压患者的实际影响。采用

的方法则是选取某医院所收治的 30名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目标，随机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针对对照组人员开展常规性治疗，对于实验组人

员进行常规治疗的基础上，结合优质护理模式。最终的结果是实验组的病情有显著提升，生活质量方面明显提高的患者数量要比对照组高，并且

发生死亡人数也要比对照组少。最终的结论是优质护理模式的使用更有利于将高血压患者的治疗效果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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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临床医学当中，高血压是冠心病以及心肾功能衰竭等各方面

主要发病的原因，如今高血压也逐渐成为导致老年患者死亡重要疾病

之一。近几年国内的高血压发病概率逐渐提升，但从整体来看，国内

居民对于这种疾病的认知程度还比较低，整体把控水平有待提升。从

现阶段具体情况来看，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造成高血压疾病发生概

率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对这种疾病患者进行治疗过程中，运

用优质护理模式，对其病情把控和整体治疗效果的提高有着很明显的

推动作用，以此为基础，本文专门对慢性管理模式对高血压患者所造

成的影响内容进行探究。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

此次探究活动当中，选择某医院所收治的 30 名高血压患者作为研

究目标，在这些患者人员当中，男性有 18例，女性有 17例，患者年

龄在 58~85岁之间，平均 69岁。为配合这次探究工作，患者以及其家

属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在实际探究期间，患者如果发生病情恶化或

者其他意外状况，要及时停止此次探究工作，对患者进行抢救措施。

随机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人员有 15 例，质量组人员的基

本资料没有统计学意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采用的管理方法

针对对照组高血压人员而言，对其开展常规性治疗，其中包括日

常用药以及日常照料。针对实验组高血压人员而言，在常规性治疗的

前提上，结合优质护理模式，具体可以从这几方面着手：

第一，开展分级管理。根据高血压患者病情的严重情况进行分级

处理，一般情况下，一级患者人员主要是以低危性的高血压患者，对

于这种类型的患者，要对患者进行几个月随访，每年随访次数在四次

左右，一般随访要对患者的病情把控情况进行全面了解。二级患者着

是中危中高血压患者对于这种类型的患者，两个月进行一次随访，一

年随访的次数要在六次左右。三级患者则为高危患者一个月进行一次

随访，全面随访的次数要在 15次左右。

第二，对随访工作进行合理管理。结合随访中所了解到的实际情

况，对患者人员进行必要的治疗引导，其中针对一二级患者来说，需

要改善其生活习惯。将此作为核心内容进行治疗引导，使其可以从这

几方面开展。

（1）开展健康教育引导以后，工作人员在进行随访期间需要通过

必要的健康教育工作，使病人对高血压疾病有一个全面了解，同时能

够使患者明确认识到不良生活习惯是导致高血压疾病的重要因素之

一，积极配合医护工作人员主动改善自己不良生活习俗，更有利于这

些人员合理把控病情。为患者办理入院手续以后，对其基本情况，其

中包含年龄、生活习惯等各项信息进行全面综合性评估。然后引导其

完成有关检查工作，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对最终检查结果和疾病情况

进行全面评估，基于此为其制定个性化护理内容。

（2）开展运动引导。科学运动是改善高血压病人不良生活习惯非

常重要的一项内容，所以在患者进行随访期间，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

运动引导干预。同时从作用机理方面来看，合理的运动更有助于促进

患者血液循环，推动患者心肾功能的改善。在开展运动引导期间，需

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运动强度需要逐渐从低强度到高强度，在前

期环节的运动当中主要以散步为主，在每日进食之后需要患者选择空

气流动性非常好的地方散步。在散步的前提上能够进一步加强运动强

度，例如开展快走运动，在这个运动当中，已出现轻微喘气但可以交

谈的情况最为适合。快速运动当中能够分阶段开展，以几分钟为一个

环节，运动速度逐渐由慢到快，患者通过快走使其身体有显著变化，

运动效果最佳。其次，部分老年患者对打太极有很大兴趣。对于这部

分老年患者，医护工作人员能够引导其每日在指定的时间段通过做此

类活动来达到运动效果，并且运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激发患者的运动兴

趣，对高血压患者的病情把控有着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3）饮食引导。这同样是改善高血压患者不良生活习惯的重要因

素之一。部分患者高血压疾病的发生与其不合理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

关系，所以一定要在随访当中加大对患者的饮食引导工作。实际引导

过程中需要患者每日摄取食物定时定量，同时为患者提供食物中所含

的糖要尽量低，需要适量增加一些粗粮以及水果的供应量。在患者食

谱当中要尽量减少动物内脏以及辛辣刺激的食物，还要适量降低食物

的含盐量。整体来看，需要对患者的食物摄入总量进行合理把控。同

时严格把控食物当中的胆固醇以及脂肪含量，运用更加科学的饮食引

导，有利于患者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有效把控高血压患者病情。

为了更好保障患者的饮食科学健康，不会由于饮食不好而造成患者的

肾脏受损或是需要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同时

还要告诉患者和家属，需要在饮食上确保低盐、低糖等。以补充蛋白

质为主，避免吃辛辣油腻的刺激性食物，与此同时，还要结合患者实

际情况，定期开展全面检查工作，保证其饮食健康合理。

（4）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这种干预方法的主要目的则在于消除

患者的负面心理情绪，不断将其治疗的依从性提高，使患者能够正确

了解自身疾病。同时更好配合每一项治疗工作，能够让患者疾病的治

疗效果提高。在实际开展心理护理过程中，需要医护工作人员通过跟

患者的有效沟通来完成。在沟通当中医护工作人员要耐心温和，使患

者能够了解到高血压疾病发生并不可怕，只要积极配合工作人员治疗

工作，患者病情就能得到有效把控。另外，医护工作人员要向患者全

面阐述目前先进的医疗技术，由此减少患者出现焦虑、恐惧等不良情

绪，使其能够建立良好信心，不断将患者病情治疗效果提高。护士要

跟高血压患者积极进行沟通交流，目的是使其缓解压力和焦虑的情绪，

使患者能够提出自身要求，这样医生、护士可以对其具体给予相关鼓

励和关心，为患者树立自信心。因为高血压这种疾病发展的速度非常

慢，同时很容易在治疗后出现复发情况，对患者日常生活精神方面造

成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在长时间治疗期间，患者和家属的经济压力

也会很大，担心治疗效果不好而影响其接受治疗的状态，所以医生、

护士还要从患者家属方面着手，为其讲解相关疾病知识内容，使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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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更深层次地对这项疾病进行了解，主动配合医护人员，使患者能够

积极接受治疗。

（5）人文关怀和社会支持方面的干预。为了使患者能够在舒适、

温馨的环境中接受治疗，护士可以简单为其进行房间布置，营造舒适

环境，与此同时，护士还要对患者给予高度重视和尊重，尽可能满足

其提要求。其次，护士还要引导家属给予更多关心和鼓励，使其能够

更积极地接受治疗。开展这项护理工作主要是使患者能够正确了解这

项疾病，将其治疗依从性提高，对患者开展护理工作时，具体讲解有

关疾病内容以及治疗方法和预后的效果，从患者讲解护理操作内容和

意义上使其能够更好配合治疗、快速康复。其次，医院还要定期为患

者和家属举办有关疾病知识讲座，使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正确

方法来完成康复。

针对三级患者来说，由于其情况较严重，所以要采取更直观的管

理工作。第一，实时监测患者病情情况。将这项工作做好，监测护理

的主要目底则在于对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全面了解，结合其身体变化

第一时间采取解决措施。医护工作人员还要对患者血压护理情况变化

等方面密切进行观察，若患者体温超过正常范围以内，就要对其进行

降温处理，例如运用冰袋敷在患者头部或腋下等。第二，将患者脑细

胞的保护工作做好。由于一些高血压患者会发生脑出血的状况，由此

对于这类患者，医护工作人员要对其提供持续性的供氧操作。供氧操

作的速度需要把控在每分钟两升的低水平状态，这样可以更好避免患

者由于脑部缺氧而损害到脑细胞。若患者发生中枢性高热，就要对其

进行物理降温，这样可以更好缓解脑水肿所导致的脑细胞损伤情况。

1.3统计学方法

本次探究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处理可以使用 SPSS18.0统计学软件，

使用 t 进行检验，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表 1 患者情况比较[n(*)]

组别 病情明显好转（例，%）
生活质量明显提

升（例，%）

出现死亡

（例，%）

试验组 38(76%) 42(84%) 1(2%)

对照组 26(52%) 15(30%) 6(12%)

从以上阐述对比当中可以看出（见表 1），实验组病情明显出现

好转、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的患者数量要比对照组高，同时发生死亡概

率的人数也要比对照组低。由此，运用优质护理模式更有利于将高血

压患者的治疗效果提高。

2.1护理满意度对比

从患者满意度的统计结果当中，可以看出非常满意和基本满意方

面，试验组与对照组两组的满意度分别是 92.3%和 64.5%。同时在不满

意人数方面，护理组明显要比研究组低，这两组之间的数据存在一定

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 p＜0.05。

2.2负性情绪、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从以下表中数据结果当中可以看出，对照组患者焦虑以及抑郁评

分都要比试验组高，其整体健康评分要比试验组低，这两组之间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 2 两组负性情绪、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组别 n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总体健康评分

试验组 15 33.0±2.4 32.2±2.2 83.6±3.12

对照组 15 41.3±2.6 41.4±3.1 76.8±3.0

3 讨论

所谓的优质护理则是通过专业慢性医护工作人员为患者提供连续

且全面的病情管理，以获取把控病情进展以及降低并发症、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等各方面的服务效果。与此同时，还能将患者经济负担和精

神方面的压力降低，其具备管理模式专业以及科学性非常强的特征，

可以从各个方面和角度为患者提供疾病把控服务，更积极地干预各项

危险因素有利于及时改正患者认知错误，为其提供健康管理，有利于

帮助其构建和形成正确的健康理念以及意识，使其能养成很好的生活

习惯，可规范患者生活行为以及用药行为，为其疾病预防能力和生活

方面的保健能提供有效保障，从根源上使患者健康情况得到显著改善

和提升。

对患有高血压的患者而言，其主要发病原因则是造成这种疾病发

生的原因非常多，发展速度和各个情况会出现快或慢的情况，这项疾

病除了对患者生理和心理方面造成很大影响以外，还会导致患者家属

承担着巨大经济压力，对病情的治疗造成不利影响。从相关资料中可

以得知，患有高血压的患者，发生抑郁的概率要比一般人高，再加上

这些人员生病之后，免疫力就会越来越低，对疾病的治疗也非常不利。

传统护理当中，经常会根据统一标准对其开展护理干预，然而因为患

者之间都会出现一些差异，包括家庭条件以及年龄等，这些都会导致

质量效果不稳定问题发生。目前一些医院会运用优质护理模式对其开

展护理干预，始终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根据患者实际情况，从心理

以及健康的各个层面对其开展具体且个性化护理，因此，通过运用优

质护理干预，对高血压患者开展护理干预。这些人员除了负面情绪能

够得到缓解以外，并且在护理满意度和生活质量评分面都要比研究组

高，对这两组进行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针对高血压

患者进行治疗过程中运用慢性管理模式，可以有助于患者第一时间改

善自身不良生活习惯，使一些危重患者的情况得到有效把控。由此医

护工作人员要进一步了解和认知到慢性管理模式的重要性，同时从各

个层面着手对高血压患者进行治疗引导，从而可以更好将优质护理模

式的实际效果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有效把控患者病情的过程中不断

将其整体治疗效果提高。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高血压患者开展优质护理干预方法，可以有效将其

负面情绪降低，还能将患者满意度提高，降低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纠纷，

使其身体功能快速恢复，值得大量推广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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