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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患沟通在高血压护理过程中的护理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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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浅谈护患沟通在高血压患者护理中的作用。方法：选取时间为 2019 年 7 月到 2021 年 7 月之间，参选患者均进行分组对比，分组方式

为随机数字表法，共选取 80 例进行研究，每组有 40 例，分别为对比组和实验组。对比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采取护患

沟通。比较实验组与对比组患者护理满意率和血压水平。结果：实验组患者护理满意率较对比组患者更高（P＜0.05），差异之间存在比较意义；实

验组患者在护理后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中显著高于对比组患者（P＜0.05）。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血压情况较对比组患者更优，数据差异明显（P＜

0.05）。结论：护患沟通模式可以有效促进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降低，护理效果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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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指患者血压值持续增高且高于正常值。对于大部分高血

压人群而言，部分高血压患者因没有明显症状而不知道自己患有高

血压，这表明该病本身不致病，但持续性高血压将对其他脏器造成

损伤并导致高血脂、冠心病、脑梗塞等[1]。传统护理干预强调药物

控制为主，并为患者提供疾病知识讲解并告之正确生活方式。但患

者往往难以养成良好的用药习惯和生活习惯，导致治疗效果有限。

如何通过科学护理能够显著降低并稳定患者血压的同时改善其生

活质量是重点。护患沟通能够显著提高整体护理质量，具体方法实

施如下[2]。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80 例高血压患者选自 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7 月，以随机数字

表法对患者进行分组，分为对比组与实验组，每组 40 例。对比组

有 24 例男性、16 例女性，年龄在 51 岁-76 岁之间，年龄均值为（65.34

±2.61）岁；实验组中有男性 23 例、女性 17 例，年龄在 52 岁-77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5.83±2.80）岁。实验组与对比组患者基础

资料对比差异较小，所有资料对比符合（P＞0.05）。排除护理依从

性差、用药依从性差、心理疾病、脾气异常、言语障碍、理解障碍、

合并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与本研究的患者。此研究在患者

知情条件下开展 

1.2 研究方法 

给予对比组患者常规护理：对患者实施病房环境护理、用药护

理、饮食护理等常规护理内容。 

给予实验组护患沟通：1.语言沟通，对患者进行语言沟通，护

理人员积极与患者进行主动沟通，将患者参与到活动中来，与患者

进行交流时要注意说话的语调和语速。开展护理工作时，要尊重患

者，保持和蔼的态度，积极耐心地为患者解答内心的疑惑，将高血

压疾病相关知识为患者进行讲解，消除患者内心的疑虑和担忧。2.

护理人员与患者进行沟通时，可以增加非语言沟通，包括对患者进

行摸头，加油手势等安慰患者。使患者心理上感受到护理人员的温

暖。增强患者对于治疗的信心。3.对患者进行生活护理是患者能够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同时注意日

常饮食中盐分和脂肪的摄入。并且鼓励患者积极进行康复训练。如

果患者有吸烟，饮酒等习惯，督促患者减少吸烟和饮酒量。尽可能

的禁止吸烟和饮酒[3]。 

1.3 指标观察和分析 

1.3.1 对比实验组与对比组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分为非常满

意、一般满意、不满意。满意率=总例数/（非常满意+一般满意）

×100%。 

1.3.2 生活质量评价[4]。采用 SF-36 问卷中涉及生理、心理及社

会功能的问题对护理前后患者生活质量做评估，使用加权评分法将

各单项评分提高到 100 分/项。 

1.3.3 对比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的血压数值情况，标准血压值

为：收缩压：90mmhg 到 139mmhg 之间，舒张压:60mmhg 到 89mmhg

之间。 

1.4 统计学方式 

利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进行数据处理，用百分率%表示时，

以 X2 检验；用( sx ± )表示时，以 T 检验，当 P＜0.05 时，数据对比

具有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率比较 

实验组护理满意率显著高于对比组患者，差异存在对比意义（P

＜0.05），见表 1。 

表 1 满意率对比(n,%) 

组别 例

数 

非常满

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实验

组 

40 

29(72.50) 10(25.00) 1(2.50) 39(97.50) 

对比

组 

40 

22(55.00) 9(22.50) 9(22.50) 31(77.50) 

X2     7.3143 

P     0.0068 

2.2 生活质量评价 

护理前生活质量均较差的患者在接受不同护理模式后的生活

质量提升效果存在显著差异（P＜0.05），见表 2。 

表 2 SF-36 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sx ± ，分） 

组别 护理前心理 护理后心理 护理前生理 护理后生理 护理前社会 护理后社会 

实验组（n=40） 53.33±5.56 83.55±5.55 50.33±3.64 82.66±5.97 51.66±6.98 84.55±7.22 

对比组（n=40） 52.97±6.87 74.54±5.68 48.97±6.65 73.55±6.02 50.87±5.66 75.11±6.71 

t 0.2576 7.1756 1.1346 6.7958 0.5560 6.0572 

P 0.7974 0.0000 0.2600 0.0000 0.5798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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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血压水平对比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的血压数值相差较小，均超过了标准值，不存在对比意义（P＞0.05）；经过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血压情况较对比

组患者更优，数据差异明显（P＜0.05）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数值比较( sx ± ，mmhg) 

组别 例数 治疗前收缩压 治疗前舒张压 治疗后收缩压 治疗后舒张压 

实验组 40 145.85±3.16 96.30±2.83 129.63±3.94 81.07±2.16 

对比组 40 144.67±3.54 97.26±2.72 143.68±3.71 93.58±2.74 

T  1.5727 1.5468 16.4196 22.6770 

P  0.1198 0.1260 0.0000 0.0000 

3 讨论 

高血压是一种临床常见的疾病，目前据我国临床研究数据显

示，高血压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导致高血压发病率上升的主要

因素于人们日常生活，饮食有一定关系。经济的不断提高导致饮食

多元化，使患者血压急剧上升。为了能够将患者的血压控制在有效

的范围内。因此进行治疗时配合有效护理是至关重要的。让患者保

持良好的心态进行治疗，与患者进行耐心的沟通是最有效的护理方

式，通过沟通能够使患者了解疾病状况，是库里工作更加人性化。

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是患者对护理人员足够信任。通过配合护理，

帮助患者稳定血压水平，将血压水平控制在标准的范围内[5-6]。为此

我院选取了 80 例高血压患者进行分组对比，对比结果显示实施护

患沟通的实验组患者在血压水平比较中显著优于对比组患者，实验

组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实验组护理满意率优于对照组，此数据结

果证明了护患沟通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对高血压患者采用护患沟通意义重大，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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