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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循证护理在高血压患者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成效进行探讨,旨在提升高血压患者的生活

质量。方法：选取某院自2023年08月至2024年08月期间住院的200名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

研究组与对照组,各100例高血压患者,其中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包括心理疏导、疾病知识教育,用药指导,

并发症预防护理等；,研究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循证护理,包括提出循证护理问题、制定循证干

预方案以及开展循证护理干预。结果：在血压控制、生活质量改善以及健康认知丰富与配合医嘱程度

方面,实施循证护理干预的研究组均得到较对照组显著的提升,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循

证护理在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循证护理；高血压患者；临床护理；应用成效 

中图分类号：R544.1  文献标识码：A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clinical nursing of hypertensive patients 
Yanlin Xu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clinical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im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Method: 200 

hypertensive patients admitted to a certain hospital from August 2023 to August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study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100 hypertensive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disease knowledge education, medication guidance, and complication prevention nursing;,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nursing, the research group implements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cluding identifying evidence-based 

nursing issues, developing evidence-based intervention plans, and conducting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Result: In terms of blood pressure control, improvement in quality of life, and increased 

awareness and compliance with medical advice, the research group implementing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show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with P<0.05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nursing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is 

significant and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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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大多起病缓慢,初期又不具备特殊的临床表现,就很

容易导致诊断延迟,一般是在量血压或是出现心、脑、肾并发症

时才会发现。不过,这不是意味着高血压就没有临床症状,血压

增高时导致血管阻力增大,颅内压增高,最终导致头晕、头痛,

在血压下降后即可消失。另外,血压过高时体循环压力过高,心

脏每一次搏动都需要更强大的力量,输出的血液供不上整个身

体的需求。目前有原发性高血压和症状性高血压两种,前者是由

大脑皮层功能紊乱造成,后者是由某些疾病引起。对于高血压,

必须做好临床护理工作。循证护理,也被称为实证护理,是一种

根据客观、可靠的科学研究成果,通过对患者的个体需求、价值

观和期望等因素的综合考量,从而构建一套全面的护理方案,以

满足患者的需求。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选取某院自2023年08月至2024年08月住院的200名高血压

病人,随机均分为两组。研究组男性57例,女性43例,年龄在40～

75之间,平均(57.29±5.21)岁；对照组男性55例,女性45例,年

龄在42～74之间,平均(57.31±5.25)岁。两组临床资料比较后

可进行后续研究(P＞0.05)。 

1.2方法 

1.2.1对照组。常规护理,基于患者心理疏导、疾病知识教

育,用药指导,并发症预防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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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研究组。研究组在常规护理得基础,实施循证护理,

具体为： 

(1)合理提出循证护理问题。高血压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它

能损害心,肾,大脑和血管,并导致整体的新陈代谢失调。高血压

是一种常见于中老年人群的常见病症,不仅会降低病人的生存

品质,同时也是诱发重大心血管事件的主要原因。高血压病是一

种常见的慢性病,它不但危害着病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对其家人

也是一种负担。所以,如何有效地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并减轻

其对心脏的损害,是我们临床工作的主要目的。因此,通过对相

关的研究,找出对介入治疗中的高血压有潜在的影响的风险因

子,包括：第一,高钠、低钾的饮食；第二,超重和肥胖。第三,

抽烟和酗酒；第四,缺乏锻炼。(2)科学制定循证干预方案。目

前,为了更好地满足患者的治疗需求,循证医学研究人员建议采

用以下步骤：首先,从已有的、经过严格审核的、成熟的循证资

料中搜寻信息,例如已发表的系统性评估论文、临床实践指南或

最佳实践报告；其次,通过文献检索,收集有效的数据,并对其进

行质量评估；最后,根据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临床经验以及患

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出最适宜的护理干预方案。(3)有效开展循

证护理干预。第一,为了更好地帮助患者,我们将采取多种措施,

包括个性化的健康教育,以及针对每位患者的健康问题,如高血

压等,进行全面的宣传。我们将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让大家

意识到高血压的严峻性,并且强调控制血压的重要性,以及干预

危险因素的必要性。我们还将鼓励患者遵守医嘱,并且积极采取

措施,以便改善患者的生活习惯,并有效地防止疾病的恶化。为

了帮助患者更好地了解疾病,医生应该指导患者进行自我监测

并记录病情。个体化的健康教育,不限于一种或少数的方式,而

是要根据每个病人的健康认知及有关高血压的认知盲点及错误

认识,开展相应的健康教育。目的：通过对居民进行高血压健康

教育,增强其对高血压的危害意识,增强其对高血压的防治意识,

增强其对高血压的防治意识；促使病人有希望通过改善不良的

生活习惯来达到控制病情的目的。第二,开展饮食干预。通过实

证举例,我们可以更好地推广平衡膳食,并通过改变饮食结构来

帮助患者了解这种方式的好处,并在日常生活中采取适当的措

施来避免脂肪的过度摄入。强化膳食管理,注重降低烹饪油脂的

使用和食用淡、低盐的食物。因此,对高血压病人来说,应该通

过多种途径来降低钠的摄入,同时适当提高膳食中的钾含量。一

般成人每日摄入6克食盐,25-30克脂肪。尽量减少味精、酱油等

含钠含量高的调料的使用,尽量减少或不吃各种含钠盐含量高

的加工食物,如咸菜、火腿、香肠等。合理安排一日三餐,食不

过量,告知患者体重减轻10%,收缩压可降低6.6mmHg。第三,通过

适当的运动,不仅有助于减少体内过剩的能量,提升食欲,还有

助于改善全身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调节情绪,改变人的精

神状态,而且,定期的体育锻炼还有助于预防疾病,如降低血压、

改善糖尿病等。对于中老年高血压患者来说,有许多不同的锻炼

方式,包括散步、慢跑、骑自行车、跳舞、做操和打拳。合理运

动干预适度运动能够消耗人体多余的热量,促进新陈代谢,有效

控制体重。但高血压的运动需要注意方式方法,运动强度需要控

制,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从基础的散步开始,逐步进行强度较

大的有氧锻炼,如慢跑、游泳等,推荐在早上9点到10点或者晚上

4点到5点之间进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推荐以心跳最大值

70%为宜。每个锻炼时间约为60分钟,其中包含一些弹性伸展训

练,如扩胸、伸张、压腿等,如扩胸、伸张、压腿等,逐步提高心

跳至最大心跳的70%,之后继续做30-40min的有氧运动,最后做

10-15min的松弛运动。锻炼的次数：一开始是一星期三到四次,

两个星期以后就会增加到五到六次。第四,鼓励患者戒烟忌酒。

戒烟酗酒对于几十年烟龄酒龄的人来说,不仅需要坚定的意志

力、强大的自律能力,还需要外部的帮助,特别是家庭的支持和

理解,才能真正实现戒烟断酒的目标。为了更好地宣传烟和酒对

健康的危害,我们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举办讲座、播放宣传片、

发放资料等,以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戒烟少酒的重要性。此外,

我们还鼓励患者参加社区活动,尽量减少与烟酒相关的聚会。烟

酒是极易成瘾的物质,尤其是部分患者可能已有数年、十数年甚

至数十年的吸烟史、饮酒史,要在一夕之间改变是很难的,护理

人员要向其列举吸烟、饮酒的危害,以及吸烟、饮酒对高血压病

程进展有促进作用,还会引发更多的并发症,从而引导患者戒

烟、戒酒,但这一过程不宜操之过急,可以从减量开始,逐渐戒断

患者对烟酒的依赖。第五,重视情感支持。高血压是一种长期的

慢性疾病,它会给患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病人有可能出现消

极的倾向。所以,要想转变病人的生活习惯,绝非一件容易的事

情,它不仅要有足够的勇气,更要有坚强的精神承受力。要做好

病人的护理工作,就必须与病人保持密切的交流和接触,搞好护

患之间的感情,使病人认识到自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减少病

人的精神压力,消除病人的消极情绪,增强病人的自信。要让病

人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要有一个良好的

心态,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要让自己的心情变得过于激动和

焦虑；通过对病人的病情、精神状况进行分析,对病人进行即时

的评价与引导,解答病人的疑问,为病人提供精神上的帮助。个

性化心理干预高血压是终身性的慢性病,患者一旦患病,需要终

身治疗,在生活方面也要注意各种注意事项,心理压力较大,也

会担心自己的病情进展,陷入焦虑、抑郁的情绪中,护理人员应

首先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安抚、鼓励患者,告知其高血

压是可以控制的,配合医生积极治疗,生存期与生存质量是能够

得到保障的,从而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 

1.3观察指标 

(1)治疗依从性统计。(2)血压水平。(3)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4)生活质量院内自测评估。 

1.4统计学方法 

数据使用SPSS24.0软件处理,计量、计数资料用(x±s)、%

表示,t、x2检验。P＜0.05,判断结果。 

2 结果 

2.1两组治疗依从性的比较 

研究组治疗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健康与预防医学研究 
第 2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3029-1275(P) / 3029-1283(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2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Research 

表1  两组治疗依从性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按时服药 遵医嘱加减用药 定期复查 及时联系医护人员

研究组 100 95(95.00%) 95(95.00%) 93(93.00%) 94(94.00%)

对照组 100 85(85.00%) 83(83.00%) 82(82.00%) 81(81.00%)

x2 4.562 5.092 4.685 5.527

P 0.035 0.031 0.034 0.029

 

2.2两组血压水平比较 

研究组血压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2。 

表2  两组血压水平比较(mmHg,`X±S) 

组别

SBP DBP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n=100) 153.62± 8.23 129.33± 6.35 142.51± 8.34 91.61± 5.94

对照组 (n=100) 153.59± 8.30 135.62± 7.16 142.69± 8.26 110.72± 6.76

t 0.128 7.225 0.093 8.019

P 0.83 ＜ 0.001 0.905 ＜ 0.001

 

2.3两组健康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研究组健康知识知晓情况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3。 

表3  两组健康知识知晓情况比较(分,`X±S) 

项目 时间 研究组(n=100) 对照组(n=100) t P

血压正常值

护理前 14.46±4.73 14.66±4.37 0.447 0.618

护理后 19.72±5.93 16.65±4.74 4.957 ＜0.001

抗高血压饮食知识

护理前 16.11±4.47 16.13±4.42 0.509 0.558

护理后 19.56±5.18 17.09±5.02 5.883 ＜0.001

高血压急救知识

护理前 11.95±3.62 11.93±3.57 0.238 0.912

护理后 18.83±5.35 15.45±4.28 5.12 ＜0.001

治疗高血压药物

护理前 13.67±3.46 13.28±3.51 0.541 0.696

护理后 19.86±6.37 15.63±4.29 5.477 ＜0.001

高血压日常生活禁忌

知识

护理前 14.36±4.46 14.18±4.33 0.186 0.857

护理后 19.68±6.16 16.70±4.14 5.38 ＜0.001

总分

护理前 62.38±9.38 62.01±9.33 0.075 0.832

护理后 95.39±10.36 81.73±10.22 6.237 ＜0.001

 

2.4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研究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4。 

表4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X±S) 

项目 时间 研究组(n=100) 对照组(n=100) t P

身体功能

护理前 61.17±5.42 60.59±5.63 0.122 0.903

护理后 88.47±6.25 76.49±6.35 6.085 ＜0.001

角色功能

护理前 69.09±5.26 67.99±5.52 0.33 0.792

护理后 87.36±6.15 75.10±6.28 6.756 ＜0.001

情绪功能

护理前 64.17±5.86 64.33±5.79 0.105 0.908

护理后 89.23±5.16 83.07±5.78 5.763 ＜0.001

社会功能

护理前 66.86±5.88 67.35±5.96 0.176 0.861

护理后 87.02±6.58 78.25±6.24 5.288 ＜0.001

总体生活质量

护理前 67.35±5.27 67.77±5.71 0.063 0.962

护理后 85.53±6.35 76.33±6.56 6.69 ＜0.001

 

3 讨论 

循证护理重视患者实际情况,将患者作为护理中心,通过查

阅资料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充分利用先进的研究成果和临

床实践经验,结合患者病情状况,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人性

化的护理方案,提升护理质量。并且循证护理避免了传统护理

中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局限性,使得护理决策更加科学、

合理和有效。 

通过在高血压患者护理中实施循证护理干预模式,可以根

据疾病的发展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护理干预措施,全面加强并

发症的控制,并深入患者的心理生活,涵盖多个护理方面,从而

提升患者的整体安全意识,并促进临床护理质量的全面提高。这

一方法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可能性,还能积

极促使患者更好地康复。在循证护理中,通过强调安全意识,护

理团队可以教育患者采取积极的健康行为,使患者更加自主地

参与康复过程,降低并发症的风险。此外,通过综合考虑患者的

生理和心理需求,循证护理可以提供更全面的护理内容,包括心

理护理、营养指导、药物管理等方面。这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治

疗的依从性,减轻症状,促进康复过程。通过强化患者的安全意

识,不仅可以减少医疗风险,还有助于建立患者与护理团队之间

的信任关系,提升整体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通过循证护理干预模式,可以更系统和全面地满

足高血压患者的护理需求,从而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和康

复支持,使其在全面的健康管理中取得更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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