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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卫生院护理干预对高血压患者的护理效果分析 
倪志飞 

(海阳市徐家店中心卫生院  山东海阳  265141） 

摘要：目的：探讨为高血压患者实施乡镇卫生院护理干预对控制其血压起到的效果及作用。方法：选择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6 月为本次

研究时间段，将该时间段在本乡镇卫生院收治的 80 例高血压患者当作本次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人数相同的两个小组，分别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察组实施乡镇卫生院护理干预，之后对患者血压改善情况及生活质量等进行对比。结果：对比实验结果

可以得知，观察组患者血压水平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结论：为高血压患者实

施乡镇卫生院护理干预能够及时了解患者血压水平，并从干预方式及时调整中确保疾病控制效果，当疾病得到控制时就能从多种不适感缓

解中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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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高血压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慢性基础疾病，

疾病的出现与遗传因素、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等有着密
切联系，因此在人们生活方式不断改变的情况下高血压
发生率逐年提升。通常情况下，需要患者通过服用药物
来实现血压水平有效、持久控制，以往为高血压患者实
施护理中主要是告知其药物使用方式，并叮嘱其在出院
之后合理服用药物和保持良好生活习惯，大部分患者出
院之后自身血压水平依然控制不佳。而乡镇卫生院护理
干预方式能在患者住院期间通过多种方式让患者了解高
血压疾病，并正确认识药物、良好作息习惯对改善自身
病情的重要性，以此能提升患者配合度及疾病治疗重视
度。患者出院之后，也会通过随访的方式了解患者病情
和为其实施健康指导，因此应用中能够实现患者血压水
平的有效控制，也能提升其生活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区间为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6 月，选择

的研究对象总共 80 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0
人。对照组患者中男性大于女性，其男性人数 22，女性
人数 18，其中年龄最小的患者 42 岁，年龄最大的患者
75 岁，该组患者平均年龄区间为（60.12±2.51）岁，病
程在 6 个月~10 年，平均病程区间为（5.21±0.25）年。
观察组中男女患者数量相同，男性女性均为 20 人，其中
年龄最小的患者 41 岁，年龄最大的患者 75 岁，该组患
者平均年龄区间（61.21±6.12）年。可知患者年龄、病
程等并无明显差异（P＞0.05）。 

纳入标准：符合高血压临床诊断标准、患者了解研
究内容后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意识不清晰者、生命
体征不稳定者、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者。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住院期间护理人员会定期监

测患者血压水平，并告知其不同药物的使用时间、使用
剂量及注意事项。另外，为了确保血压控制效果，也会
告知患者饮食中的注意事项。 

观察组实施乡镇卫生院护理干预，内容有以下几点： 
（1）心理护理 
高血压没有完全治愈的方式，患者即使长时间服用

药物依然可能存在血压控制不佳的情况，所以在反复住

院治疗时患者会产生多种不良情绪。针对这种情况，护
理人员会采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告知患者高血压疾病相关
知识，之后再详细说明多种干预方式的优劣，以此让患
者做到心中有数。另外，护理人员会评估患者心理状况，
如果患者情绪较为低落，该情况下护理人员会与患者交
流一些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以此让其在愉悦交流中产生
积极情绪。 

（2）饮食指导 
饮食对患者血压控制效果有着一定影响，所以，护

理人员会严格控制患者饮食摄入量，会让其多食用新鲜
水果、蔬菜及豆类食物。一些体型较大的患者在饮食调
整过程中会出现饥饿等情况，为了在控制患者血压情况
下保障患者机体营养，会指导患者少食多餐，且要保持
每餐营养搭配均衡。 

（3）运动指导 
为了提升患者机体免疫力，护理人员会告知患者锻

炼的重要性，并根据患者实际身体状况让其进行一些功
能锻炼。如果患者运动能力较弱，会让其进行太极拳、
八段锦等舒缓的运动，如果患者运动能力较强，运动中
会让其以有氧运动为主，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应根据患
者实际身体状况所确定。 

（4）用药监督 
药物是高血压患者重要治疗方式之一，一些患者认

为长时间服用药物会对身体产生较大的损伤。针对这种
情况，护理人员会充分告知患者其所使用的药物是根据
其实际身体状况所选择，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在合理范
围内服用并不会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反之如果不能按
照相应剂量服用，就无法保障血压控制效果，也可能会
引起其他不良反应出现。提升起患者合理用药认知及重
视度之后，护理人员除了会告知患者药物使用方式，也
会向其说明用药后可能会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应对措施，
以此避免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后产生恐惧、紧张情绪。 

（5）生活指导 
患者出院之后护理人员会定期进行电话随访和家庭

随访。电话随访中主要是询问患者近期身体是否存在不
适，并解答患者多种疑问。家庭随访中护理人员会检测
患者血压水平，之后根据该次检测结果和上次检测结果
对比了解患者身体改善情况。如果患者身体改善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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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情况下护理人员会及时调整患者用药方案、饮食方案
和锻炼方案。此外，随访中护理人员也会为患者及其家
属提供家庭护理的知识和技能[1]。 

1.3 观察指标 
1.3.1 以患者血压水平为观察指标，主要从护理前和

护理后对两组患者的舒张压及收缩压指数进行对比，护
理前后差异越大说明护理干预起到的效果越好。 

1.3.2 以患者生活质量为观察指标，采用 SF-36 健康
调查简表获得相应数据，主要是从生理功能、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及总体健康等四个维度进行对比，分值 0~80
分，分值越高说明干预方式实施效果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该次研究主要是使用 SPSS22.0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

处理以及分析，处理内容有 n（%）代表的计数资料和
（ sx ± ）代表的计量资料，之后需要使用 X2 对前者进
行检验，使用 t 对后者进行检验，如果 P＜0.05，那么说
明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压水平对比 
对比表一数据可知，护理前两组患者血压水平差异

显微（P＞0.05），护理后均有所降低，但观察组降低水
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较大（P＜0.05）。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血压水平对比（ sx ± ） 
舒张压 收缩压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40 97.56±5.12 90.52±3.13 155.68±8.12 137.85±4.37 
观察组 40 97.58±2.06 84.11±2.09 156.02±8.15 129.87±2.91 

t 值  0.591 10.517 0.556 9.817 
P 值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对比表二数据可知，从多个方面看，观察组患者生

活质量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 

表 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总体健康 

对照组 40 61.58±4.15 66.12±2.91 67.89±2.19 69.12±1.51 
观察组 40 72.56±5.06 77.19±2.98 77.15±2.65 78.12±1.92 

t 值  10.025 9.187 9.668 10.512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高血压的常见临床表现为头晕、头痛、疲劳、心悸，

会对患者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产生极大影响，严重时也
会引起多种并发症出现而威胁患者生命健康。乡镇卫生
院属于基层医疗机构，收治的患者为乡镇或者农村人员，
这类人员对于高血压疾病的认知并不全面，进而导致其
依从性较差，且也存在部分患者不能有效配合治疗。以
往为患者实施的常规护理内容相对单一，主要是在患者
住院治疗期间告知其用药中、饮食中的注意事项，对于
提升患者认知度和重视度起到的效果不佳，以此使得大
部分患者在出院之后不能根据医护人员要求做好自我管
理而出现血压再度升高的情况[2]。 

为了改善这种不足，医院也不断对护理方式进行优
化，其优化后的乡镇卫生院护理干预具有综合性，既能
从疾病护理中改善患者身体的多种不适，也注重心理护
理、健康教育及生活护理。患者心理状况与生理状况之
间存在密切联系，心理状况越好身体恢复效率越快，反
之亦然，因此，当从心理护理中改善患者心理状况时，
其身体恢复效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通过本次研究
可以得知，观察组的患者生活质量及血压水平均优于对
照组的患者。大部分高血压患者在出院之后自我管理方
面的依从性会越来越低，而乡镇卫生院护理干预方式会
在患者住院期间通过健康教育方式让其正确认知自己疾

病并了解自我管理重要性，出院之后也会通过随访了解
其身体状况及近期自我管理情况。当从多个方面提升其
依从性时就能做到合理服用药物和实施自我管理，因此
能确保血压水平控制效果[3]。 

综上所述，为高血压患者实施乡镇卫生院护理干预
能够保障患者血压水平控制效果，也能提升其生活质量，
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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