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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在高血压病患者健康管理中的效果。方法　选出２０１５年某部
机关人员体检人群中的２１４例高血压病患者，进行１年的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预，包括体质量管理、饮食管理、运
动管理、服药管理及血压监测，每月进行１次随访，监督健康管理处方执行情况及血压监测情况，记录随访结果。
结果　经过１年的综合干预管理，患病人群对高血压疾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显著提高由２６．７％提高到９０．９％
（χ２＝１７８．９８５，Ｐ＜０．０１）、各种行为改变率显著提高（Ｐ＜０．０１），高血压病控制率显著提高由３５．０％提高到
９０９％（χ２＝１７８．９８５，Ｐ＜０．０１），及坚持服药率显著提高由４８．３％提高到９６．７％（χ２＝１２３．１９３，Ｐ＜０．０１），干预
前后差别明显，具有良好可比性。结论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在高血压病健康管理中作用良好，可明显提高高
血压病的控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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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
高，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我国高血压患者的数量不

断增加［１］。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２０１５）年》，全国１８岁及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达
到２５．２％，同时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
很低［２］。高血压的防治任重道远［３６］。为研究健康

教育与健康促进在部队机关高血压病健康管理中的

作用，选取某部机关２１４例高血压患者进行健康管
理作为调查对象，比较分析调查结果。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某部机关２０１５年度体检人员
中高血压病患者２１４例，均为男性，年龄３９～５５岁，
平均年龄（４９．２±２．１）岁。

１．２　方法　对所有高血压患者给予健康管理（包
括体质量管理、饮食管理、运动管理、服药管理及血

压监测），每月进行１次随访，监督健康管理处方执
行情况及血压监测情况，记录随访结果。

高血压知识的宣教：指导患者正确认识高血压

的危害、治疗的必要性及长期性。重视高血压，及时

控制血压，避免出现高血压的并发症；认识高血压治

疗的长期性，需要长期服药治疗；认识血压的波动

性，需要定期监测血压的变化；认识高血压的可控

性，高血压是可以通过药物控制，避免过于担心而出

现焦虑情绪。饮食及生活指导：合理饮食，低盐、低

脂、低胆固醇饮食，补充优质蛋白，控制总热量；戒烟

限酒；纠正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运动指导：适当有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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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进行有规律的体育锻炼，控制体质量，保持乐

观情绪。服药指导：遵医嘱按时服药，避免出现血压

过低或过高的现象。血压监测：督促患者定期测量

血压，使其了解影响血压测量的因素。

１．３　评价指标　比较患者１年后高血压知识的了
解情况、行为改变情况以及高血压控制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进
行分析。数据主要为计数资料，干预前后比较为常

规χ２检验（因有数据采集遗漏，故配对属性弱化，未
采用配对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对高血压患者进行１年的健康管理，１年后随
访。６人因转业，调离失访，共获取 ２０８例随访资
料。比较后发现：干预前后的行为变化明显，各指标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高血压患者干预前后行为改变的差异统计［例（％）］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χ２值 Ｐ值
了解高血压疾病知识 ５７（２６．７） １８９（９０．９） １７８．９８５ ＜０．００１
注意每天多食蔬菜 ７５（３５．０） ２０３（９７．６） １８３．５８１ ＜０．００１
注意少吃高脂肪食物 ８２（３８．３） ２００（９６．２） １５９．１５１ ＜０．００１
注意规律作息 ５０（２３．３） １８２（８７．５） １７５．２８５ ＜０．００１
注意每天适量运动 ８９（４１．７） ２０７（９９．５） １６９．０２１ ＜０．００１
注意保持心态平稳 ８６（４０．０） ２０５（９８．６） １６７．８８７ ＜０．００１
坚持监测血压 ６１（２８．３） １７５（８４．１） １３２．４２９ ＜０．００１
坚持规律服药 １０３（４８．３） ２０１（９６．７） １２３．１９３ ＜０．００１
高血压控制率 ７５（３５．０） １８９（９０．９） １４０．３１０ ＜０．００１

　　注：共２１４例高血压患者参与此次研究，失访６例，干预后共获取２０８例
随访资料

３　讨论
建议医务工作者采用多种形式的健康宣教方

式，使相关人群全面系统地了解高血压的发病原因、

机制、表现、治疗，以及并发症和疾病的转归［７８］，特

别是对年轻和没有症状的患者更应该加强宣传，树

立科学的防治高血压的观念［９１０］。养成戒烟戒酒、

心态平和、饮食规律、作息规律、适量运动等良好的

生活方式，以正确方式对待高血压疾病，对高血压的

控制有显著的临床效果［１１１３］。经过 １年的综合干
预管理，患者对高血压疾病的相关知识知晓率、行为

改变率显著提高，坚持服药率及血压控制率显著提

高，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对某部机关高血压患者健

康管理和健康干预取得明显效果，提高了高血压病

的控制率，促进了高血压病人群的行为改变，提高了

患病人群健康质量，确保部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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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沈干，胡世莲，吴蕾，等．电话及网络健康教育对中老
年居民高血压干预效果评价［Ｊ］．中国临床保健杂志，
２０１４，１７（６）：５６３５６６．

［１２］梁校平．实施社区高血压健康教育的调查分析［Ｊ］．临
床合理用药杂志，２０１０，３（６）：９３９４．

［１３］苏锡铭，樊建芳．老年高血压病患者健康管理研究进
展［Ｊ］．人民军医，２０１５，５８（２）：２１９２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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