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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中医护理干预及治疗对社区高血压病患者的效果观察

何霞平

杭州 市下城区天水武林卫生服务中心 ，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 的 ： 观察社区 中 医护理干预对社 区高 血压病患者 的 效果 方法 ： 社区 高血压 患者 例
，
随机分为 组

，
各 例 。

对照组仅进行血压监控与 降血压 药物 的服用 ； 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 中 医健康教育千预 。 月 后
，
发放健康调查量表 （

对 组患 者生理机能 （
、 生理职 能 （ 、 躯体疼痛 （

、

一

般健康状况 （
、 精力 （

、 社会功能 （
、 情 感

职能 （
以及精神健康 （ 进行评分 。

结果 ： 干预前收缩压 （ 、 舒张压 （ 组 比较 ，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 义 （

。 干预 年后 ， 研究组 患者 、 水平 均 明显低 于对照组
，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

研究组对于高 血压发 生原

因 、 高血压症 状与 高血压处理等相关 知识掌握率分别 为 、 、 对 照组分别 为 、 、 组 比

较
，
差异 均有显著性意义 （尸 研究组患 者 、 、 、 、 评分与 对照组 比较

，
差异 均有显著性 意义 （ 。

结论 ： 中 医健康教育对社区 高血压病患 者具有显著干预效果 ， 可以 有效控制 患者血压
，
提 高高血压疾病知识 掌握率 ；

还能够有效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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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流行病学调査 ， 目 前我 国 大约有高血压患者 亿 ， 并 干预方法

且发病人数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 而国外研究发现 ， 控制高 对照组 患者不进行任何健康 教育干预 ， 仅进行血压监

血压 的最有效方法是社区防治 。 我国 一些地区进行高血压健康 控与降血压药物 的服用 。

教育干预 ， 能够
一

定程度上 降低高血压并发症 ， 如心血管疾病 研 究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 中 医健康教育干预 ①饮

与脑卒 中 发生 。 本卫生服务 中 心制 定 中 医健康教育干预方 食护理 重视患者的 日 常饮食调护 ，
饮食应清淡 ，

少食含胆固

案 ， 对本社区内高血压患者进行了 相关知识 、 生活 、 行为 干 醇高 的动物内 脏 、 蛋黄等 ， 中 医辨证给予药膳 ； ②用药护理

预 ， 取得较好的疗效 ， 现报道如下。 护理人员应该告知患者降血压药物 的 相关知识、 不 良反应等 。

临床资料 由于
一些老年患者记忆力较差 ，

可以配置
一些服药盒 ， 避免患

一般资卄 研究对象均 为本社区 年 — 月 自 愿进 者忘记服用 ， ③血压监测 由于患者入院治疗时间有限 ， 当 患

行调查研究患者。 高血压临床参考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制 者病情较为稳定 出院后 ， 仍需要对其进行血压的监测 ， 早期发

定 ， 共 例 。 随机分为 组各 例 。 研究组 男 例
，
女 现血压波动 ， ④运动指导 运动 疗法是 目前高血压治疗中

一

项

例
， 年龄 岁 ， 平均 ± 岁 ， 高血压病 史 重要的措施 ，

适度的运动能够使得患者 的血压降低 ， 全身症状

年 ， 平均 ± 年 。 对照组男 例 ，
女 例

；

年 改善 。 研究时间为 年 。

龄 岁 ， 平均 ± 岁 ， 高血压病 史 年 ，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平均 ± 年 。 组患者性别 、 年龄 、 高血压病史等 比较 ，
现察指标 ①记录 组患者血压水平

；

②制定统一调查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具有可比性 。 用表
，
对干预 年后 患者相关情况进行记录 ，

重 点观察患者

纳 入与 排除标 准 纳入标准 ： ① 岁 矣 年龄 矣 岁 ， 对于高血压知识 了解裎度 ， ③发放健康调查量表 包括

②既往无严重心脑血管并发症者 ； ③无严重肝肾功能异常及脑 生理机能 、 生理职能 、 躯体疼痛 、

一般健康状况

部肿瘤者 。 排除标准 ①存在明显神经系统损害者
；

②既往有 （ 、 精力 、 社会功能 、 情感职能 以及精神健康

严重心脑血管并 发症者
；

③有严重肝肾功 能异常及脑部肿瘤 （ 评分 。

者 。 统计 学方法 采用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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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资料以 表示
， 采用 《 检验 ； 计数资料采用妒 检验 。 组 患 者干预后 对 高血压相 关知识 的 了 解程度比较 见

结果 表 。 研究显示 ， 研究组对高血压发生原 因
、 高血压症状与高

组患 者干预前后血压控制情况比较 见表 。 组干预 血压处理等相关知识 的掌握率分别 为 、 、
，

前收縮压 、 舒张压 比较 ，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对照组 分别为 、 、 组比较 ， 差异

。 干预 年后 ， 研究组患者 、 水平均低于对照 有显著性意义 。

组
，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

表 组患者干预后对高血压相关知识的 了解程度比较 例

表 组患者干预前后血压控制情况比较 ± 组 别 高血压 发 生原 因 高血压 症状 高 血压 处理

研 究组

“

“

组 别一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 照组

研究组 ± ±
⋯ 一 ⋯ ⋯ ⋯

组患者干预后 评分 比较 见表 。 研究显示 ， 研
对照组 ± ± ± ±

与对 照组比较
一

①
兄组患者 、 、 、 、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 ，

差异均

有显著性意义沪 。

表 组患者干预后 评分比较 尤
±

组 别

研 究组 ± 土 】 ± ± 士 ±

对照 组 ± ± ± ± ± ± ± ±

讨论 压病发生的高危 因素防范意识不强。 本研究通过中 医特色健康

运用 中医健康教育对高血压病患者进行用 药指导、 药膳治 教育干预 ， 使得患者对 自 己 的病情有一个充分的 了解 ， 并充分

疗及运动疗法等行 为 干预 ， 以达到理想控制血压 的 目 的 。 首先 知晓高血压发病原因 以及相关处理等 。 结果显示 ， 干预后 ， 研

为每个高血压病患者建立个人档案 ， 便于医生的统
一管理和跟 究组患者对于高血压发生原因 、 高血压症状与高血压处理等相

踪 随访 。 研究组患者需接 受为 期 年 的 中 医特色健康教育 。 关知识掌握率均达到 ， 明显优于对照组 。 说明

健康教育方式包括 ： 每 周举办 次 中 医特色 的健康讲座 ， 中 医健康教育干预可以提高高血压患者对于高血压 的防治掌握

对研究组患者进行集中 授课和 药膳 、 运动指导 ，
发放健康教 程度 。

育手册和 自我监测记录表 。 本研究集 中进行学 习和运动 ， 能

明显提高 患者 的依从性 ，
且 中 医的 药膳治 疗和传统 的 运动疗 参考文献

法能有效地协助控制血压 ， 能在服药量不 变的情况下 ， 使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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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血压控制水平上 ， 制 的 影 响 国际 护理学杂 志 ， ，

：

可 以发现 ， 研究组患者 、 平均水平均显著低于对 照

组 。 说明通过 中医特色健康教育干预 ， 制定相应 的 生 刘君 ，
王凤 霞 ， 张玉娟 ， 等 乡镇卫生院规范 化健康教

活、 行为干预 ， 可以配合降血压药物 ， 达到血压控制的 目 的 。 育对提高高血压患者疾病认知度 的效果研究 中 国社

就高血压病而言 ，
其发病与 日 常 的生活存在密切 的联系 ，

由 会医学杂志 ， ⑷ ：

于大部 分患者缺乏
一般的高血压病防治知识 ， 对于 引 发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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