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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慢性病管理模式对于预防并发症的效果 
程霞娟 

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新疆喀什  844000 

摘要：目的：探究高血压慢性病管理模式对于预防并发症的效果。方法：选择我院 2019 年 5月- 2020 年 9月收治的高血压患

者 86例进行研究，采用分段随机分的方式，将其分为参照组和实验组两组，每组 43 例。参照组应用常规护理管理模式，实验

组应用慢性病管理。对于两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后的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进行观察并比较；并且，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的并

发症发生率并比较。结果：经过观察，实验组护理干预后的收缩压在（102.26± 2.60），舒张压在（82.85± 2.84），优于参

照组护理干预后的收缩压在（123.15± 3.47），舒张压在（94.35± 3.25），P<0.05；并且，实验组并发症的发生率在 6.98%，

优于参照组并发症的发生率 23.26%，P<0.05。结论：高血压患者应用慢性病管理模式的效果较好，有效的促进了患者血压水

平的改善，减少了患者并发症的发生，能够帮助患者良好的进行血压的控制，使得患者血压可以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进而

促进患者的治疗，使得患者对于医院的信任度提升。提高医院护理人员的护理水平，加强护理管理团队的管理质量，让患者体

验到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保障患者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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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血压是以循环动脉血压增高为特点，会伴有脑、心以

及肾等器官的功能或者器质性损伤的临床综合征
[1-2]

。属于一

种比较常见的慢性疾病。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下，很多人对于

心脑血管病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其高血压的相应诊断标准也

在逐渐的调整
[3-4]

。我院在高血压患者的治疗中应用了慢性病

管理模式进行并发症的预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9.5-2020.9收治的高血压患者86例进行研

究，随机将其分为参照和实验两组，每组 43 例。参照组：男

23 例，女 20 例；年龄在 60-85 岁，平均（72.5±10.50）岁；

实验组：男 22 例，女 21 例；年龄在 60-86 岁，平均（73.0

±10.50）岁。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上无明显的差异，P＞0.05，

可以进行比较。 

1.2 护理方法 

参照组应用常规护理管理模式，给予患者合理的用药、

健康教育等，实验组应用慢性病管理模式，具体的方法如下： 

1.2.1 建立健康档案 

清楚了解患者基本情况，为患者构建健康档案，档案内

容主要包含有患者的年龄、性别、高血压症状、生活和饮食

习惯以及既往病史等。通过为患者构建健康档案，使得医护

人员可以更加便于管理患者。 

1.2.2 心理护理 

护理人员要明确掌握患者的心理情况，根据患者的教育

程度等，给予患者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护理人员应该多陪

伴老年患者，给予一定的鼓励和关心，针对不同的老年患者

采用不同的心理疏导的方式。若是患者出现不良情绪，要积

极的进行引导，让患者可以重新构建良好的心态，促进患者

疾病的治疗。护理人员还要在日常多给患者讲述按时用药的

好处，加强患者用药的良好意识，使得患者可以积极配合治

疗。 

1.2.3 健康教育 

护理人员应该根据患者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健康教育方

案，采用多种多样的健康教育的方法帮助患者清楚掌握高血

压的相关知识，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使得患者能够按时

以及合理的进行用药。护理人员还可以采取书面指导、健康

讲座、计划指导以及个别咨询等的方式进行，让患者积极参

与其中，耐心的给患者进行讲述，积极的回答患者的相应问

题。逐渐的提升患者的用药依从性，使得患者的病情可以好

转。 

1.3 护理观察指标 

1.3.1 对于两组患者在护理干预后的收缩压和舒张压水

平进行观察并比较。1.3.2 观察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的并发

症发生率并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 23.0 对本次实验数据

予以处理，用[n（%）]表示计数资料，经 X
2
检验；用（ sx  ）

表示计量资料，经 t 检验。通过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血压水平情况 

实验组患者护理干预后血压水平情况优于参照组，

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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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血压水平情况 

组别 总人数 收缩压 舒张压 

实验组 43 102.26±2.60 82.85±2.84 

参照组 43 123.15±3.47 94.35±3.25 

T -- 31.5925 17.4722 

p -- 0.0000 0.0000 

 

2.2 两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对比 实验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参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率对比 

组别 总人数 高脂血症 肾病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脑血管疾病 发生率（%）

实验组 43 0 0 1 1 1 6.98 

参照组 43 1 2 2 2 3 23.26 

T -- -- -- -- -- -- 4.4405 

p -- -- -- -- -- -- 0.0351 

 

3 讨论 

针对高血压的治疗主要是控制血压的指标，将患者的血

液情况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最终达到降低高血压患

者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率和发生率
[5-6]

。控制患者血压的基础

是通过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习惯等，并且加之相应的降压药

物的运用，从而逐渐的控制患者的血压。我院在其中应用了

慢性病管理模式预防并发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本次研究表明：高血压患者应用慢性病管理模式的效果

较好，有效的改善了患者的血压水平，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

通过在护理过程中应用健康教育、心理护理等，有效帮助患

者预防了并发症。 

综上，高血压患者应用慢性病管理模式的效果较好，患

者血压水平明显得到了改善，有效预防了并发症，值得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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