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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血压的老年人常见临床疾病之一，如治疗不及时，容

易引发各种严重并发症，危及老年患者的生命安全。由于高

血压的病程周期较长，患者需要长期需用降压药物，并且对

饮食加以控制，改善自身生活习惯，才能够对疾病的治疗起

到促进作用，不过由于患者普遍对高血压及并发症的危害性

缺少重视，导致用药依从性较差，影响对血压的控制，不利

于患者的预后 [1]。通过优质护理方式对患者进行护理干预，

通过建立健康档案，制定个性化护理方案，对患者进行心理

护理干预，了解患者担忧，可以有效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

减少抑郁、焦躁等不良心理，通过饮食护理干预，让患者养

成健康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助于对血压的控制，通过

运动护理干预，让患者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增加自身免疫

力，提高身体技能，通过护理人员定期的随访，建立良好的

护患关系，不仅能够有助于疾病的治疗效果，也可以获得较

高的护理满意度 [2]。论文选择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

接诊的老年高血压病人 70 例作为本次课题观察对象，有关

老年高血压病人护理工作中应用优质护理服务的具体措施

以及护理效果进行讨论。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接诊的老年高血压病

人 70 例作为本次课题观察对象，根据所选老年高血压病人

的入院顺序对其进行分组，给予其中一组老年高血压病人临

床常规护理服务，一共 35 例纳入成为对照组，剩余一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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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血压病人接受优质护理服务，一共 35 例纳入成为研究

组；研究组中男 19 例，女 16 例，年龄在 60 岁至 82 岁，平

均 67.57±2.56 岁，病程时间 2 年至 10 年，平均 5.58±0.57

年；对照组中男 20 例，女 15 例，年龄在 62 岁至 84 岁，平

均 67.60±2.59 岁，病程时间 3 年至 11 年，平均 5.52±0.59 年。

2.2 方法
给予对照组老年高血压病人临床常规护理措施：护理工

作人员为病人介绍疾病基本知识，为病人提供用药指导，按

时帮助病人检测血压水平。

给予研究组老年高血压病人优质护理服务：护理工作人

员需要重视病人情绪改变，避免情绪波动引发血压遭受不良

影响，告知病人合理控制情绪；采取热情的态度接待病人，

和病人保持良好的交流，及时解答病人提出的疑问，消除病

人错误认知，进一步提高病人的治疗配合度，告知病人保持

身心放松，在产生情绪激动期间，需要利用深呼吸合理调整；

由于老年高血压病人需要长时间接受药物治疗，护理工作人

员需要做好药物指导工作，指导病人掌握正确用药治疗方

法，防止产生错服以及漏服现象，降压期间保持患慢性与适

度性，避免过快或是过低，为病人介绍药物不良反应情况，

指导病人做好自我监测工作，倘若产生严重不良反应，马上

就医进行处理；护理工作人员需要告知病人保持合理的饮

食，确保营养均衡，接受低盐与低脂饮食，多饮水，保持戒

烟与戒酒，避免血压遭受影响；告知病人合理运动所起到的

作用，依照病人的实际情况，协助其制定运动方案，运动保

持循序渐进原则，严禁空腹运动，一般在餐后半小时或是 1

小时接受运动，保持长期锻炼 [3]。

2.3 评价标准
对比两组老年高血压病人的舒张压以及收缩压水平。选

择焦虑自评量表以及抑郁自评量表评价两组病人的情绪状

态，得分和焦虑抑郁情绪表现为正相关 [4]。

2.4 统计学计算
本组对比研究所获各项数据通过 SPSS22.0 统计学软件

开展计算，对于符合正态分布同时方差齐的计量数据通过均

数标准差方式进行表达，两组之间的对比通过独立样本 t 开

展检验，计数资料通过百分数进行表达，两组之间的对比通

过 X2 开展检验，统计计算得出 P 值作为判断是否存在统计

学意义的参考数据。

3 结果
接受优质护理服务的研究组患者收缩压、舒张压水平以

及焦虑与抑郁量表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两者对比差异明显

（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病人血压水平以及情绪状态比较（ s±x ）

组别 例数
收缩压

（mmHg）

舒张压

（mmHg）

焦虑量表评分

（分）

抑郁量表评分

（分）

研
究
组

35 128.40±3.38 83.58±3.39 34.57±2.41 32.84±2.85

对
照
组

35 137.40±3.49 90.44±3.36 39.84±2.44 39.73±2.82

4 讨论
高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时，对血管壁造成的压力

持续高于正常压力值的一种现象的统称，多数患者在患有高

血压过程中，并不会有明显的临床症状，从而往往被人们所

忽视。由于血管壁长期受到高于正常压力值的压力，久而久

之会对患者的心、脑、肝、肾等器官造成损害，同时有可能

发展为冠心病、脑卒中等严重威胁身体健康疾病，因此高血

压具有高致死率、高致残率、高发病率的“三高”特征 [5]。

通过相关研究结果表明，采用优质护理能够有效减缓患者病

程，良好控制疾病的发展，并且对高血压的发病率起到一定

的抑制作用，大大提高了对老年患者的生命安全保障。根据

论文对比研究资料可见，接受优质护理服务的研究组患者收

缩压、舒张压水平以及焦虑与抑郁量表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在老年高血压病人护理工作中开展优质护理

服务的效果确切，能够显著改善病人的焦虑与抑郁情绪，降

低病人的血压水平，帮助病人控制血压，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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