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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护理健康教育对高血压防治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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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卫生学校  辽宁  鞍山  114000）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饮食结构及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高油高脂的食物、熬夜、压力大、作息时间不规律等都使得高血压

的病发率呈现出一种逐年上升的趋势，并逐渐走向年轻化。本文通过对社区患有高血压的患者进行两种不同方式的干预治疗，并结合统计学的方法

对得到的数据进行归纳与分析，并且就得出的数据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社区护理健康教育对于高血压的防治具有明显的效果。本次研究旨在

表明社区护理健康教育不仅可以改善患者的高血压状况，还能够提高患者对于高血压的认知与理解，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命健康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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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伴随着人类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人类罹患慢性疾病的

概率正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状态，而高血压作为临床上最为普遍的慢

性疾病之一，不仅给患者带来了生理上的痛苦，同时也很大程度上

地加重了患者的心理负担，给患者的工作以及日常生活都带来了很

多的麻烦。同时，我国的医疗系统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通常，患

者在发病以后，都会表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症状，诸如：头晕，头

痛，胸闷，心慌，心悸等。如果患者不幸长期处于高血压的状态，

血压控制程度较差，那么患者就有罹患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并发症的

风险，更为严重者，还会出现蛋白尿、肾损伤、眼底病变等，最后

还可能演变成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等较为严重的疾病[1]，极大地威

胁到了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在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得到大

幅度提升的前提下，对于高血压的防治就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

注，而开展社区护理健康教育也显得尤为的必要。在本次的研究实

验中，将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10 月这段时间内本社区的 200 例

高血压患者作为实验研究对象，进一步研究和分析社区护理健康教

育对于高血压的预防以及治疗的效果，具体研究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了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10 月这一时间段内本

社区的 200 名高血压患者作为该试验的研究对象，其中所有的患者

经诊断都已被确诊为患有高血压的疾病。本次研究将 200 名患者随

机分为 2 组，实验组为 100 例患者，其中男性患者为 55 例，女性

患者为 45 例，年龄在 48 至 75 周岁之间，平均年龄在（60.0±10.3）

岁，病程 1～16 年，平均病程（9.1±10.6）年；对照组为 100 例患

者，其中男性患者为 62 例，女性患者为 38 例，年龄在 46 至 77 周

岁之间，平均年龄在（61.4±10.9）岁，病程 1～18 年，平均病程

（8.9±10.4）年。我院已经争取到了所有患者及其家属的同意意见，

同时，伦理委员会也批准了此次研究的开展。两组患者各项的基础

信息经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的患者仅实施日常的常规护理，其主要内容包括对其日

常的健康教育宣讲，改善其日常的饮食结构，对其进行心理干预[2]

等。而实验组的患者则实施社区护理健康教育，其主要内容包括以

下几点： 

（1） 构建社区护理健康小组；社区的护理人员通过组建成护

理小组，并且要求每一位组员都对患者的身体健康状况、生活及饮

食习惯以及其基础的健康信息进行充分地了解，同时认真收集整理

每一位患者的基础信息，最后为患者提供一份个性化的治疗规划[8]。 

（2） 加强健康知识的宣传与指导：社区的护理人员应该于每

一位患者都建立一种良好的“护患关系”，积极提升患者对于护理

人员的信赖程度，然后社区的护理人员通过向患者耐心讲解高血压

相关的防治知识，同时根据患者的知识储备情况、健康状况等，选

择一种合适的教育宣传方式，来保证每一位患者都能够掌握足够的

医疗知识。 

（3） 社区家属系统的构建：社区护理小组通过建立社区家属

系统，与患者家属开展有效的沟通，让患者家属起到日常督促患者

的作用，对患者的心理进行及时的开导[3]，引导并教育患者正确地

面对高血压这一疾病，以积极健康地心态参与治疗全过程。并将患

者的血压状况告知社区护理人员，以便于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下一

步的治疗工作。 

（4） 明确规范管理模式：社区的护理人员应定期开展小组会

议，及时指出在护理工作的进行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并通过积

极的讨论总结出解决方法，从而使社区护理模式更加规范化，并通

过患者个人的电子病历及时跟踪患者的治疗进程[4]。 

（5） 改善饮食结构，提高运动频率：社区护理人员应按时督

促患者自觉改善其饮食习惯，戒烟戒酒，坚决杜绝高盐高脂高油的

食物，多吃瓜果蔬菜，并且要定时地开展健康知识宣讲活动，让患

者明确地掌握合理饮食对防治高血压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社区

的护理人员也要激励患者积极参加各项室外运动，通过合理的运动

来调节患者自身的生理状况[9]，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从而加快患

者治疗高血压的进程。 

（6） 提高患者对于高血压的认知程度：社区的工作人员可以

将高血压这一疾病的特征、发病机制等制作成小手册和板报等形式

进行宣传，通过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使患者对于高血压的病因、

特点、发病机制、治疗措施及预防措施等有一个较好地掌握。 

（7） 定期对患者进行回访：社区护理人员应定期对本社区

200 名高血压患者施行定期回访制度，建议患者定期进行体检，对

于自身的健康状况应有一个及时的掌握，并能够较好地提高预后效

果。 

1.3 考察标准 

在治疗干预结束后，通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患者在干预前后

的血压状况进行调查，并对两组患者的血压控制率及高血压相关知

识的掌握情况进行分析，对患者的护理满意程度进行调查。 

1.4 统计学处理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借助了 SPSS 16.0 这一统计学软件对该研究所收

集到的实验数据进行了分析，主要采用了(`x±s ) 来表示计量资料，

主要用来统计患者的血压状况，实施 t 检验；计数资料主要用来统

计患者的血压控制率和高血压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用（%）来表

示计数资料，实施χ2  检验。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时，P<0.05。 

2 结果 

2.1 患者干预前后血压的情况 

两组患者在接受治疗干预前后，其收缩压和舒张压的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在接受治疗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血压状况

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收缩压和舒张压均有降低。但实验组的患

者，其收缩压和舒张压的改善幅度要比对照组的患者的改善幅度更

为显著。数据经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数据如

表 1 所示。 

2.2 患者的血压控制及高血压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 

研究组的患者，其血压控制率和高血压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分

别高达 94%和 95%，相比之下，对照组的患者其血压控制率和高血

压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就不如实验组显著，分别为 73%和 71%。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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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经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数据如表 2 所示。 

2.3 患者对于护理健康教育的满意情况 

实验组的患者中，非常满意的患者有 51 例，占 51%；满意的

患者有 44 例，占 44%；不满意的患者有 5 例，占 5%，总的满意度

为 95%。对照组的患者中，非常满意的有 30 例，占 30%；满意的

患者有 53 例，占 53%；不满意的患者有 17 例，占 17%，总的满意

度为 83%。数据经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1.370，P<0.05）。 

3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高油高脂的食物习惯逐渐取代

了以往的清淡饮食。同时，由于人们的工作压力较大，日常作息不

规律，经常熬夜通宵，情绪紧张焦虑等因素，也大幅度地增加了人

们罹患高血压这一慢性疾病的发病几率[5]。高血压是一种较为常见

的心血管疾病，由于其病程较长，治疗周期也较长，常常给人们的

工作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而疾病给患者带来的长期的生理痛苦，

也会对患者的心理造成一定的负担，患者偶尔会表现出消极治疗等

现象[6]，这也会对疾病的后续治疗进程带来一些阻碍。由此可见，

针对高血压这一疾病，及时地采取一些适当的预防以及治疗措施，

对于阻碍高血压这一疾病的发展及恶化是十分具有临床意义的。社

区护理健康教育以患者为宗旨，通过对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

分析规划，对患者的健康状况加以全面地获悉[10]，从而为每一位患

者制定出一份具体的、个性化的干预治疗方案。与此同时，社区进

行的护理健康教育也可以通过对患者加以一定程度的健康与疾病

知识教育宣传和有耐心的医疗卫生指导工作，来提高患者治疗疾病

的依从性和积极性[7]，以达到患者最终所期望的治疗效果，使患者

的预后效果最佳。而社区护理健康教育的开展，不仅是为患者服务，

也可以在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知识宣讲活动的同时，使社区居民

的健康意识有所提升[11-15]，从而意识到疾病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最

后达到预防高血压这一目的。在本次开展的实验研究中，实验组的

患者在接受干预治疗的前后，其血压调节的改良情况显著优于对照

组患者的血压调节改良情况。同时，实验组的患者，其血压控制率

（94.00%）和高血压相关知识的掌握率（95.00%）显著高于对照组

患者的血压控制率（73.00%）和高血压相关知识的掌握率（71.00%），

数据经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何英[16]的实验研究

数据中，实验组的患者，其血压控制率（94.67%）和高血压相关知

识的掌握率（96.67%）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血压控制率（72.00%）

和高血压相关知识的掌握率（73.33%），数据经检验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与本次的研究数据相比，两者相差无几，基本

吻合。由此可见，社区护理健康教育对于改善患者过高的血压状况

以及血压的控制调节情况均具有较为着著的功效。同时，与对照组

相比，社区护理健康教育的开展在提高患者对于高血压相关知识的

掌握情况、患者对于社区健康护理的满意度情况以及患者治疗疾病

的依从性方面，也获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果。 

4 结论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习惯逐渐发生了改

变。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生活作息逐渐不规律，导致高血压这一

疾病的发病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不断年轻化。高血压作

为临床上较为普遍的慢性疾病，病程往往很长，常常需要针对患者

进行长期的治疗，给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同时对于

患者的工作事业以及日常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的不便。而有些病情较

为严重的患者，随着病程的发展，其心理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

同样会为患者后续的疾病治疗进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及时有

效地采取一些预防及治疗措施，对于阻碍高血压这一疾病的发生和

发展是十分有必要性的。社区护理健康教育对于防治高血压的意义

重大，在加强来患者对于高血压这一疾病的知识掌握的同时，也大

大地提高了高血压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今后的生活和工作质量。本

次实验对患者进行了定期检查，及时掌握患者的血压变化情况，在

出现异常时也能够及时地解决，在改善患者的预后的同时也有效地

降低了高血压并发症地发病率。 

表 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压控制情况对比（mmHg，x±s） 

收缩压 舒张压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研究组（n=100） 149.56±14.28 124.93±11.43 87.32±10.96 78.54±9.21 

对照组（n=100） 152.66±16.54 137.43±13.25 87.14±10.55 83.61±9.97 

t 值 1.79 6.52 1.33 5.44 

P 值 P>0.05 P<0.05 P>0.05 P<0.05 

表 2 两组患者血压控制率及高血压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 

组别 血压控制率 
高血压相关知识掌

握情况 

研究组（n=100） 94（94.00） 95（95.00） 

对照组（n=100） 73（73.00） 71（71.00） 

χ2 值 10.20 8.37 

P 值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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