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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 

“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模式”对社区高血压患者管理的效
果评价 

裴志美 

（北京市海淀区聂各庄卫生院 北京 100194） 
 

摘要：目的：使用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方法，来进行社区内罹患高血压疾病患者的日常监管服务，并对服务效果进行深入研究。方法：选
择 200 例符合本次调查研究各项指标的患者参与到本次的观察研究当中来。这 200 例患者均为高血压患者，研究人员通过随机分组的方式
将这 200 例患者平均分成两组，其中 100 例患者通过门诊定期就诊的方式来进行病症控制，另外 100 例患者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方式来
进行病症控制和管理。在两组患者经历了相同的护理管理时长后，研究人员就两组患者高血压控制率数据进行分析。这两组患者均选自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0 月这一时间段内。结果：相比较使用常规护理方式进行高血压病症控制的患者而言，使用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模式的
患者能够获得更为良好的护理效果。结论：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模式对社区高血压患者而言，能够起到良好的病情控制作用。因此这类方
法值得进行全面推广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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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基础性病症，如果不加以治疗和控制，很

容易导致患者出现心脑血管方面的病症。高血压疾病逐渐成为社区
和家庭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如果能够通过家庭医生式服务模式来
进行患者日常的病情控制，那么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和生活状态就
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患者也能够得到更为良好的病情控制体验。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为了使得本次研究的数据尽量客观，笔者进行了海淀区某社区

人口数的调查，该社区总人口数为 3496 人，其中进行了家庭医生
签约式服务模式使用的人数有 1011 人。在这 1011 人中，高血压病
症需要家庭医生签约式服务的患者有 376 人。本研究从这 376 人中
选取了 200 个样本案例进行调查，这 200 个样本案例中，18~65 岁
的患者有 100 人，65 岁以上的患者有 100 人。所有患者均不存在先
天疾病史和器官质变史，所有患者均是在语言意识清晰的情况下，
自愿充当本次调查研究对象，参与到本次调查研究当中来的。 

1.2 方法 
对照组的高血压患者将会通过门诊定期就诊的方式进行病症

控制。患者及其家属需要在医护人员的用药指导下，进行科学合理
的用药，并定期进行血压的测量，以更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和作息方
式来进行身体健康的维系。 

观察组的患者需要进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的运用。首先，
参与该模式的医护人员和社区志愿者需要进行社区调查，对社区内
高血压患者的基本情况进行全面地了解，并对可能会给患者病情造
成负面影响的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其次，社区志愿者和工
作人员应当就高血压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健康档案的建立，并通过
在线数据统计和数据分析的方式来进行健康档案的进一步建立。并
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作息和饮食摄入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为高血压
患者安排更为妥当的随访管理办法。与此同时，志愿者还需要定期
进行健康教育知识讲座的举办，为广大高血压患者进行健康知识的
普及，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患者的治疗依从性【1】。由于不同患
者的病症状况和个人体质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在进行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模式运用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需要针对不
同患者的不同状况，进行具有个性化的管理方案的制定，争取使得
患者能够在正确的生活行为和用药行为指导下，合理进行病情控
制。最后，社区应当安排专职人员，进行定期的随访，通过强化与
患者之间的交流与联络，来对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及时把握，与此
同时志愿者还应当随时向患者提供家庭医生的联系方式，以便患者
能够在病情出现变化时，随时向医生了解情况，以保障自身的身体
健康不会由于高血压病症而受到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2.结果 
在使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护理管理方式进行病症控制和管理

后，社区高血压患者的病情状况也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数据化差
异。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通过下表的数据显现不难发现，相比较

使用常规护理管理方式进行病情控制的高血压患者而言，使用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模式的社区高血压患者具有更为良好的护理效果和
更佳的护理体验，因此有关护理方式值得进行进一步的推广与应
用，社区志愿者和医护人员务必要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3】。 

表 1  两组患者的高血压控制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优良 尚可 不良 总有效率 
对照组 100 40（40.00） 28（28.00） 32（32.00）68（68.00） 
观察组 100 62（62.00） 36（36.00） 2（2.00） 98（98.00） 

（p<0.05） 
表 2  两组患者的治疗满意程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100 21（21.00）48（48.00） 31（31.00）69（69.00） 
观察组 100 52（52.00）44（44.00） 4（4.00） 96（96.00） 

 (p<0.05) 
3.讨论 
高血压是触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如若高血压病症出现

后，患者并未对其引起足够的重视，采取更为科学合理的方式进行
病情控制，那么很容易在高血压病症不断恶化的情境下出现心肌梗
死，心力衰竭等多类病症。这些病症会直接影响到患者的身体健康，
还很可能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让罹患高血压的患者重视
起该类疾病的控制和护理问题，是当前社区志愿者和参与高血压病
症护理医护人员最重要职责。经过本次研究不难发现，相比普通问
诊方式而言，家庭医生签约的方式更能有效的控制高血压患者的血
压，使得其高血压治疗率得到有效提升。但就目前而言，大部分社
区高血压患者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的了解并不全面，因此并不
会主动申请进行这一服务模式的运用【3】。针对这一情况，医学研究
者和社区服务志愿者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采取多渠道的科普和宣
教手段，来提升社区高血压患者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的了解程
度，以便能够在大范围内进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的推广和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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