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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方式宣教对高血压高危人群体检护理满意度的提

升评价 
罗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  400010) 

摘要:目的：探讨高血压高危人群体检中开展健康生活方式宣教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在体检中心进行体检符

合《高血压基层诊疗指南(2019 年)》[1]制定的高血压诊断标准以及本研究纳入标准的 100 例高血压患者进行研究，经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

照组（50 例），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50 例），实施健康生活方式宣教。分析两组血压水平、护理满意度。结果：护理后研究组血压水平

明显更低（P＜0.05）；在进行护理后，研究组护理满意度达到 94.00%，对照组仅为 78.00%，比较发现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P＜0.05）。

结论：为在体检中心进行体检的高血压高危人群开展健康生活方式宣教，可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改善血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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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疾病之一，目前该病暂无治愈

方法，需要注重防治，从而降低疾病发生率，故需要为体检中

高血压高危人群进行临床护理[1]。既往护理人员将常规护理应用

于体检中，缺乏对体检者认知情况的关注，尤其是部分高血压

高危人群的自我保健能力低以及管理意识弱，导致护理效果不

理想[2]。健康生活方式宣教是基于健康宣教上改良的新型护理方

法，国外学者认为该护理涵盖了多个方面的内容，例如认知、

情绪与活动等，鼓励患者主动建立正确的健康行为[3-4]。虽然，

健康生活方式宣教近些年已广泛应用于医院体检中心中，该护

理方式要求护理人员在应用中宣传有助于改善疾病的正确行为

方式，帮助高危人群消除疾病的高危风险，但目前国内缺乏对

该护理应用于高血压高危人群中的深入探究[5]。基于此，本文就

健康生活方式宣教在高血压高危人群中的应用效果进行研究，

意义与目的在于通过实施一系列的健康宣教措施，包括生活习

惯改善、饮食调整、运动锻炼等，降低高血压高危人群的血压

水平，提高对体检护理的满意度，将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100 例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时段在医院体检中

心进行体检的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

组。纳入标准：长期低钾、高钠饮食，并且存在高血压家族病

史者；符合《高血压基层诊疗指南(2019 年)》[1]制定的高血压诊

断标准者，即未采用降压药物治疗的情况下，血压测量结果显

示收缩压（SBP）≥140 mmHg 和/或舒张压（DBP）≥90mmHg；

同意加入研究者。排除标准：合并恶性肿瘤、传染性疾病者；

合并认知障碍、基础疾病者，例如糖尿病、冠心病等；中途退

出研究者。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开展护理前，所有体检中心的护理

人员均接受专业培训，了解高血压体检的有关知识与内容，由

护士长负责进行质量控制，指导护理人员实施护理措施；护理

实施过程中，体检中心的护理人员针对定期测量血压的作用进

行讲解，示范血压的正确检测操作，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则及

时接受治疗；在护理结束后，护理人员在护士长的指导下对结

局指标进行评价。 

研究组实施健康生活方式宣教，方法：（1）方案制定：在

开展健康生活方式宣教前，体检中心的所有护理人员进行培训，

在培训后进行考核，结合体检中心的现状、特点与既往护理经

验制定出护理措施，并严格依据制定的措施进行制定。（2）健

康指导：大部分高血压患者是在体检中心进行体检时被查出高

血压，此时患者通常缺乏对高血压的了解，体检中心的护理人

员一旦发现患者血压处于危险状态，则告诉患者予以高度重视，

为患者提供健康指导以及高血压的预防方法；提醒患者今后定

期接受体检，了解血压水平是否处于稳定状态，持续进行生活

方面的调理。（3）心理疏导：护理人员注重了解患者的情绪变

化情况，了解其心理问题，分析原因后提供针对性心理疏导；

鼓励患者表达内心感受，针对保持良好情绪的重要性进行讲解。

（4）运动指导：提前了解患者的运动情况与个人爱好，以此为

依据制定出运动计划，包括八段锦、广场舞与快走等，每次运

动时间为 3min，每周运动 4 次，提醒患者一旦运动期间出现不

适症状，则停止运动。（5）饮食指导：要求患者对每日钠盐摄

入量进行严格控制，每日不超过 5g，以高纤维、低糖食物为主，

并且严格戒烟戒酒，可适当饮用枸杞桑菊饮与桃仁山楂茶等。

（6）药物指导：强调遵医嘱用药的必要性，提醒患者避免擅自

更改药物剂量，提醒患者用药期间出现不适症状情况的话及时

询问医护人员，必要时入院就诊。在护理结束后，护理人员对

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指导患者填写问卷内容，并与患者进行交

流，根据回收的问卷收集数据，最后在科室经过讨论后整理出

本次研究数据。 

1.3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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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测两组护理前、后血压水平，包括 SBP、DBP。 

（2）应用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评估满意度，将评

分 80-100 分、60-79 分、≤59 分依次划分为高度满意、基本满

意、不满意，护理满意度等于高度满意率与基本满意率相加之

和。 

1.4 统计学方法 

处理工具为 SPSS 28.0 统计软件。计量数据（ x ±s）比较

行 t 检验，计数数据（%）比较行 X2 检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以 P＜0.05 表示。 

2.结果 

2.1 一般资料比较 

对照组 50 例（男 30 例，女 20 例），年龄均值（65.14±5.35）

岁，体重均值（58.20±3.10）kg。研究组 50 例（男 25 例，女

25 例），年龄均值（65.20±5.21）岁，体重均值（58.24±3.25）

kg。参与研究者基线资料比较无差异（X2=1.010，t=0.524，

t=0.727，P＞0.05）。 

2.2 比较高血压水平 

护理前，对比两组 SBP、DBP 水平，差异检验值为 P>0.05；

护理后再次比较以上两项指标水平，研究组明显更低（P＜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血压水平对比（mmHg， x ±s） 

SBP DBP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0 152.15±6.25 142.95±3.14 124.36±6.14 105.63±2.40 

研究组 50 152.34±6.12 120.57±3.48 124.51±6.03 85.48±2.15 

t 值 - 0.620 12.941 0.368 13.990 

P 值 - 0.085 0.001 0.505 0.001 

2.3 护理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护理满意度达到 94.00%，对照组仅为 78.00%，比

较发现研究组护理满意度明显更高（P＜0.05），见表 2。 

表 2 对比两组护理满意度（n/%） 

组别 n 高度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护理满意度 

对照组 50 20（40.00） 19（38.00） 11（22.00） 39（78.00） 

研究组 50 24（48.00） 23（46.00） 3（6.00） 47（94.00） 

X2 值 / / / / 5.316 

P 值 / / / / 0.021 

3.讨论 

高血压作为中老年群体的常见疾病之一，该病患者多于接

受健康体检时被查出病情，而高血压的引发因素较为复杂，家

族遗传、作息不规律与不良饮食等均是常见的高危因素[6]。尤其

是部分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合理行为习惯存在，例如暴饮暴

食、情绪起伏波动大等，均不利于血压水平控制，故有效控制

体重，并保持科学合理的作息与饮食，对血压水平的改善具有

积极作用，有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7]。 

健康生活方式宣教是临床上用于预防疾病与维持或增进健

康的一种主要方式，目前主要应用于体检中，本院为高血压高

危人群实施该护理方式，并深入探究应用效果，旨在分析健康

生活方式宣教的应用作用，确保今后更好地应用于体检人群。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后研究组护理满意度高（P＜0.05）。该

研究结果与付琪[8]等研究结果相似，表明健康生活方式宣教的应

用可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但与付琪[8]等研究区别在于，本研

究开展健康生活方式宣教前对方案进行制定，可保证护理内容

更符合患者的身心特点与实际需求。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体检

中心的护理人员作为指导者，在实施护理的过程中积极帮助患

者消除不良情绪，可避免情绪激动，让患者保持良好的身心状

态。同时，指导患者开展运动，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将体重控

制于合理范围中。告知患者科学的饮食方式，对其不良饮食习

惯具有纠正作用，可避免饮食不当引起的血压不稳定。此外，

开展健康生活方式宣教可通过多方面提高患者对高血压的认知

程度，让患者在正确指导下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提高自

我护理能力以及护理满意度。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组患者

经健康生活方式宣教后护理满意度并未达到 100%，今后可通过

不断完善护理措施、深入了解患者需求等方面进行改进，确保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持续提升。 

综上所述，将健康生活方式宣教应用于高血压高危人群体

检中，有助于改善血压水平，提升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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