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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北京市门诊高血压患者家庭自测血压情况、影响因素以及存在问题。方法　对北京
市某三甲医院心内科门诊就诊的５３５名高血压患者进行调查，发放自制调查问卷，收集家庭自测血压的相关信
息，对问卷内容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被调查患者的家庭血压计持有率为９０．３％，进行家庭自测血压的患者占
６３．０％，其中每日家庭测量率为２２．２％，每周测量率为１９．８％，每月测量率为２０．９％。采用家庭自测血压相关
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发现文化程度、高血压病程、是否持有血压计、血压是否达标是影响家庭自测血压的主要因

素。结论　北京高血压患者血压计持有率与发达国家已无明显区别，甚至更高，但使用正确性和规范性有待提
高。需关注影响家庭自测血压的因素，优化血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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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自测血压作为高血压患者治疗和管理的一
项辅助措施，可有效提高高血压患者针对疾病治疗

的参与意识、服药依从性和血压控制率，进而降低脑

卒中等高血压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致残率和死亡

率［１２］。因此，家庭自我血压监测是提高群众血压健

康意识和医学保健意识的重大举措［３］。正是基于

上述优点，我国于２０１２年推出了《家庭血压监测中
国专家共识》中详尽阐述了家庭血压监测方法以及

家庭配备血压计的推荐标准［４］。然而，目前国内针

对高血压患者家庭自测血压的现状调查相关报道甚

少，北京作为首都在政治、经济以及卫生事业方面都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掌握家庭自我血压监测在北京

地区的现况具有重要的意义［５６］。因此，本研究通过

对我院门诊就诊高血压患者家庭自测血压现况和影

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评价，为进一步推进家庭自

测血压的开展、改善高血压管理现状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收集２０１６年１至５月于我院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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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门诊的高血压患者进行调查。所选患者已被确诊

为患有高血压，病程３个月以上。人口统计学特征
和临床数据由调查问卷得到。现场采用同一型号的

上臂式欧姆龙电子血压计统一测量血压。

１．２　危险因素　体质量指数 ＝体质量（ｋｇ）／身高
（ｍ）２，按我国２００６年《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预防与
控制指南》：体质量指数＜１８．５ｋｇ／ｍ２为体质量过低，
体质量指数１８．５～２３．９ｋｇ／ｍ２为正常，体质量指数
≥２４ｋｇ／ｍ２为超重，体质量指数≥２８ｋｇ／ｍ２为肥
胖［７］。高血压家族史：指直系亲属（父母、同胞兄弟姐

妹）至少１人患有高血压。家庭自测血压率：指家庭
自测血压，平均每周至少测量１次的患者的比例［８］。

１．３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以下资料：①
一般资料：门诊号、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②高血
压病程、高血压家族史、并存临床疾患；③高血压患
者家庭自测血压情况：是否配备家庭血压计、家庭血

压计类型等。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均数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进行分析。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测量所有调查问卷由笔
者及统一培训后的护理人员发放、收集，当场填写，

当场收回。共发放问卷５４５份，回收５３５份，回收率
为９８．２％。调查对象一般情况见表１。
２．２　患者家庭自测血压及血压计持有情况　见表２。
２．３　患者家庭自测血压影响因素分析　对家庭自
测血压相关因素数据进行定性分类，通过χ２检验分
析高血压患者的性别、文化程度、年龄、体质量指数、

高血压病程、血压计持有情况、诊室血压达标情况等

因素对家庭自测血压情况有无差别。见表３。
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门诊高血压患者的家庭

血压计持有率为 ９０．３％，上臂式电子血压计占
４７．２％，较２０１０年北京社区高血压患者血压计持有
率及电子血压计的比例为６６．７％和３３．７％有了大
幅提高［９］。高于上海市的血压计持有率８７．８％，浙
江省市区血压计持有率８９．３％和江苏省南通市血
压计持有率 ５８．９％［１０１２］。由于操作简单、使用方

便、准确性好，故目前各国的指南一致推荐使用经国

际认证的上臂式电子血压计［１３１４］。本次调查中上

臂式血压计的持有率高于２０１０年的调查结果［１５１６］。

血压计持有率的大幅提升与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情

况与居民保健意识的增强密不可分，在国家一系列

的健康行动推动下，北京市血压计持有率方面与发

达国家已无明显区别甚至更高。但仅有１６．８％的
患者会准确使用血压计及了解注意事项，说明我国

的高血压公众教育仍然未能得到广泛普及。测量血

压的不正确、不规范，直接影响血压数据的准确性。

中国医师协会２００５年对北京和上海门诊高血
压调查结果显示每天自测血压者为６．８％，每月自
测血压者占４１．７％［１７］。２０１０年通过针对北京市社
区高血压患者调查显示自测者占４３．８％［９］。此次

的调查研究中，进行家庭自测血压的患者占６３％，
其中每日家庭测量率为 ２２．２％，每周测量率为
１９．８％，记录每次测量血压数据的患者占总人数的
１７．２％，在就诊前测量血压并把数据提供给医生的
占１４．８％。尽管本研究数据与既往调查相比有较

表１　５３５例高血压患者的一般情况

项目 例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３３２ ６２．１
　女 ２０３ ３７．９
年龄

　３３～５９岁 １５９ ２９．７
　６０～９０岁 ３７６ ７０．３
学历

　小学及以下 １５１ ２８．２
　中学 ２６８ ５０．１
　大学及以上 １１６ ２１．７
病程

　＜５年 １３９ ２６．０
　５～１０年 １７１ ３２．０
　＞１０年 ２２５ ４２．０
高血压家族史

　是 ３５３ ６６．０
　否 １８２ ３４．０
体质量指数

　＜１８．５ｋｇ／ｍ２ ０ ０．０
　１８．５～＜２４ｋｇ／ｍ２ １９８ ３７．０
　２４～＜２８ｋｇ／ｍ２ ３０３ ５６．６
　≥２８ｋｇ／ｍ２ ３４ ６．４
合并疾病

　冠心病 １９７ ３６．８
　糖尿病 １６７ ３１．２
　高血脂 ２２３ ４１．７
　短暂性脑缺血 １５０ ２８．０
　卒中 ７８ １４．６
　慢性肾脏病 ６１ １１．４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５２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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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５３５例高血压患者家庭自测血压情况

项目 例数 构成比（％）
配备家庭血压计

　是 ４８３ ９０．３
　否 ５２ ９．７
家庭血压计类型

　汞柱式血压计 １５７ ３２．５
　上臂式电子血压计 ２２８ ４７．２
　腕式血压计 ９８ ２０．３
会准确使用血压计，知晓注意事项

　是 ９０ １６．８
　否 ４４５ ８３．２
家庭自测血压的频率

　每日测 １１９ ２２．２
　每周至少测１次 １０６ １９．８
　每月至少测１次 １１２ ２０．９
　偶尔测１次或从来不测 １９８ ３７．０
记录家庭自测血压的数据

　是 ９２ １７．２
　否 ４４３ ８２．８
就诊前测血压并提供给医生

　是 ７９ １４．８
　否 ４９１ ９１．８

大幅度的提升，但相较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

距［１８１９］。通过家庭自测血压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

析我们发现，高血压患者自身的文化水平情况是家

庭血压自测的影响因素。患者所受教育水平越高，

患者越能完成家庭自测血压情况。高血压病程长短

同样是家庭血压自测的影响因素。这些可为临床医

生预测高血压患者的家庭自测血压情况提供依据，

并使护理人员健康教育更具有导向性和针对性。

家庭血压能准确反映患者的真实血压水平，且

提供长时间的数据，通过连续规律的家庭监测血压

值可为医生合理用药提供依据。家庭血压对心血管

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预测意义都好于诊室血压［２０］。

因此，在高血压病的诊断、监测、风险评估和药物疗

效评价过程中，应充分关注患者的家庭血压［２１２２］。

推动群众健康教育，增强高血压患者家庭自测血压

意识，规范自测血压操作，同时增强医护人员对于家

庭血压的重视，对于优化血压管理，提高我国高血压

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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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家庭自测血压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例）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文化程度

小学及

以下
中学

大学及

以上

年龄

３３～
５９岁

６０～
９０岁

体质量指数

１８．５～
＜２４ｋｇ／ｍ２

２４～
＜２８ｋｇ／ｍ２ ≥２８ｋｇ／ｍ

２

每周进行家庭

　自测血压 ２３３ １４０ ９３ ５１ １１２ ７０ ６２ １７１ ８５ １１１ ３７

每周不进行家

　庭自测血压 ３０２ １９２ １１０ １００ １５６ ４６ ９７ ２０５ １１３ １５６ ３３

χ２值 ０．６８０ １９．５１６ １．９１２ ２．９２２
Ｐ值 ０．４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２ ０．２３２

组别 例数
高血压病程

＜５年 ５～１０年 ＞１０年
持有血压计

是 否

诊室血压达标

是 否

每周进行家庭

　自测血压 ２３３ ６５ ９２ ７６ ２３３ ０ １３１ １０２

每周不进行家

　庭自测血压 ３０２ ７４ ７９ １４９ ２６０ ４２ １３５ １６７

χ２值 １６．６３３ ０．２５６ ６．９８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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