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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干预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及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分析 
黄琪 

（湖北恩施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 
 

摘要：目的  研究护理干预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及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方法  研究的目标群体为老年高血压患者，共计选取 70 例。以随机均分

的方式将这些患者划分至研究组和对照组中，两组分别接受综合护理和常规护理干预。对比不同护理干预方法对患者血压及自我管理行为的影响。

结果  干预后，研究组患者的血压得到了更有效的控制，该组患者的收缩压及舒张压数值均低于对照组（P<0.05），且与正常数值更为接近。干预后，

研究组自我管理行为各项指标，包括健康知识得分、血压控制率与服药依从性均较对照组优，组间数据差异均显著（P<0.05）。结论  对老年高血压

患者实施综合护理干预能够使患者的血压得到有效控制，提升患者的健康意识，从而自觉做好自我管理，形成良好的用药、饮食、运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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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中比较常见的类型，在老年人中有较高的发病

率。在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多的背景下，高血压的发病率也呈现出

明显升高的趋势。关于该疾病的发病原因，目前还未得出明确的结论，

只认定遗传、不良生活习惯、年龄等为其危险因素。目前没有彻底治愈

高血压疾病的方法，多采用药物进行控制。此外，考虑不良生活习惯会

影响患者的血压水平，还需要患者加强对自身的管理[1]。由于长期受疾

病困扰，很多患者用药依从性不高，加之日常生活习惯不良，使得疾病

治疗很难看到实际效果。因此，有必要加强对此类患者的护理干预，为

患者提供用药、饮食、运动、心理等方面的指导，提高患者的健康意识，

使患者能够自觉做好自身管理，从而更好地控制血压。本次研究选择老

年高血压患者分组实施了常规护理和综合护理干预，通过对比效果，力

求一种更有效的护理此类患者的方法。现将研究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70 例老年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原则，将这些患

者均分入两个组别。一组为研究组，男女性别比为 18:17，年龄 62-85

岁，平均（70.43±1.36）岁，病程 5-12 年，平均（8.96±2.21）年；另

一组为对照组，男女性别比为 19:16，年龄 62-86 岁，平均（70.59±1.28）

岁，病程 5-12 年，平均（8.85±2.37）年。以上资料的统计分析与组间

对比结果为 P>0.05，差异不显著，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接受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包括：

（1）用药监督和指导。定期检查患者的用药情况，嘱咐患者严格遵医

嘱用药，针对患者用药过程中存在的疑问或问题，予以耐心解答并帮助

其解决[2]；要求家属对患者进行用药监督，若发现患者有擅自改变药物

使用剂量或是停药等情况出现，应及时予以制止。（2）饮食指导。嘱咐

患者要特别注意自己的日常饮食，减少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的

摄入，以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等相关指标，使心血管的负担得以减轻；

可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确保维生素摄入充足，并有效预防便秘情况

的发生。（3）运动指导。要求患者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适当运动，选择

如太极拳、广场舞、散步等运动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控制血压

的效果。（4）心理干预。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交流，掌握患者的心理状

态，针对心理状态不佳的患者予以安抚和疏导，向患者说明只要按时服

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能很好地控制住血压，使患者能够自觉进行

情绪调节，并严格做好自我管理。 

1.3 观察指标 

（1）血压控制效果。检测患者收缩压、舒张压数值。（2）自我管

理行为。包括健康知识得分、血压控制率与服药依从性。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软件选择 SPSS20.0，以（ sx ± ）表示计量资料，并行 t 检验，

以（%）表示计数资料，并行χ2 检验，P<0.05 代表数据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两组血压控制效果比较 

研究组护理后收缩压、舒张压数值均较对照组低（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血压控制效果比较（ sx ± ，mmHg） 

组别 例数 收缩压 舒张压 

研究组 35 110.69±4.38 72.56±3.62 

对照组 35 141.26±5.67 84.73±3.17 

P  <0.05 <0.05 

2.2 两组自我管理行为比较 

研究组健康知识得分、血压控制率及服药依从性均较对照组优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自我管理行为比较 

组别 例数 
健康知识得分

（ sx ± ，分） 

血压控制率

（%） 

服药依从性

（%） 

研究

组 
35 92.37±2.45 97.14（34/35） 97.14（34/35） 

对照

组 
35 81.69±2.58 68.57（24/35） 71.43（25/35） 

P  <0.05 <0.05 <0.05 

3 讨论 

高血压疾病在老年群体中比较高发，对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

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由于没办法彻底治愈，患者在长期治疗的情况下

很容易出现依从性不高的问题，造成血压控制效果不佳。因此，为了使

疾病治疗取得实际的效果，必须加强对此类患者的护理干预，通过全方

位的指导，提升患者依从性，使患者能够自觉进行自我管理。本次研究

对比分析了常规护理和综合护理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结果

显示，综合护理干预下，患者的血压得到了更有效的控制，健康知识水

平得到了明显提升，用药依从性更高。主要是因为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内

容较全面，涉及用药、饮食、运动、心理等各个方面，多方面指导可使

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有效提升。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控制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血压，使

其形成良好的自我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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