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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式管理模式在老年高血压患者社区护理中应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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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链式管理模式在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18年6月至2020
年6月于社区服务中心就治的老年高血压患者6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3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

护理，观察组实施链式管理模式护理，两组均干预 6个月。比较两组治疗依从性及血压控制情况 [舒张压

(SDP)、收缩压 (SBP)]。结果：观察组遵医服药行为、生活管理、不良服药行为、烟酒管理评分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前，两组SDP、SB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观察组

SDP、SBP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社区链式管理模式能够提高老年高血压患者治

疗依从性，有效稳定血压水平，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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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chain management in elderly hypertension patients in 
community. Methods: 60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who were treated in community service center from 
june2018 to june2020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30 cases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hain management mode, and the two groups were intervened for 
6 months. The compliance of treatment and blood pressure control(SDP) and SBP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Before 
interven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 difference of SDP and SBP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the community chain management model can 
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and stabilize blood pressure effectively, which is worth 
clinical application. 

【Key words】senile hypertension; Chain management mode; Community nursing; Treatment compliance; 
Blood pressure level

高血压是临床社区老年人高发疾病，是引发心、

脑血管和肾病变的危险因素 [1]。然而高血压病因复

杂，遗传、不良生活方式、年龄等因素均参与其发

病过程，临床需加强对危险因素的控制。然而社区

老年高血压患者普遍存在疾病相关知识认知不足等

情况，治疗依从性及自我管理行为较差，血压控制

效果不够理想 [2-3]。相关研究发现，科学、合理的健

康教育能够强化患者认知，满足其健康教育需求，

进而提高依从性 [4]。链式管理是将工作流程各环节

设为管理对象，通过保持各环节的连续性以达到提

升管理质量的目的 [5]。基于此，本研究以社区老年

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链式管理模式护理

的具体应用价值。信息示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于社区服务中

心就治的老年高血压患者 60 例。纳入标准：①符

合《老年高血压的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2011
版 )》[6]诊断标准；②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③意识清楚，在社区登记个人档案。排除标准：①

继发性高血压者；②合并其他严重躯体性疾病者；

③恶性肿瘤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各 30
例。对照组中男19例，女11例；年龄63-79岁，平

均年龄 (72.59±3.62)岁；病程 3-11年，平均病程

(5.46±1.23)年。观察组中男 17例，女 13例；年龄

62-78岁，平均年龄 (72.91±3.54)岁；病程3-12年，

平均病程 (5.71±1.15)年。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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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每周定期测量血压，发

放高血压知识宣讲手册；每月进行 1 次口头宣教，

讲解高血压危害、合理饮食重要性等知识，并针对

性解答患者疑虑，指导患者接受血糖、血脂等相关

检查。在此基础上，观察组采用社区链式管理模式

护理，具体措施示下：(1)制定链式管理方案。链式

管理模式主要为最高管理层-主导工序-其余工序

-，即由资深高血压教育护理人员-社区护理人员

-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层层递进，间接管理。(2)
社区护理人员培训及考核。采用集中授课、科室培

训等方式，利用高血压防治的现代理念，对社区护

理人员展开疾病知识及教育方法的培训，1周 /次，

120min/次，共 4次。安排 1名资深高血压教育护理

人员到相关社区服务中心进行授课，每课时 1学分，

共6课时，社区护理人员需修满6学分。考核合格后

方可上岗。(3)社区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①第1个
月，社区护理人员在社区服务中心橱窗设置高血压

专栏，将高血压危险因素、药物知识、饮食知识等

板块分阶段记录于专栏上，每个板块重复进行 4次，

1周 /次。②第 2个月，组织患者每月到社区指定区

域参加健康教育，包括药物、饮食、运动等，1月
/次，30min/次，前 20min安排知识讲座，后 10min
患者之间、护患之间互动巩固知识。③第3-4个月，

采用微信群推送方式强化患者认知，于每周五晚 8: 
00发送高血压临床症状、防治措施、不良生活习惯

等文章，指导患者自行学习，学习完成后在群内签

到；2周上门随访1次，现场指导患者如何使用治疗

记录卡 (督促患者将每日服药记录于卡片上 )和高危

挂历 (每月写一段高血压防治警示语 )。④第5个月，

组织高血压专题讲座，1月 /次，鼓励患者积极提问，

由专家现场答疑解惑，30-45min/次。⑤第 6个月，

举办社区高血压联谊会，反馈前 5个月教育内容掌

握情况，对于掌握较佳者予以鼓励、表扬，对于掌

握不良者分析原因，及时调整措施。两组均干预 6
个月。

1.3观察指标

(1)治疗依从性：采用高血压治疗依从性量表 [7]，

包括遵医服药行为、生活管理、不良服药行为、烟

酒管理，共 28个条目，采用 5级评分法，总分范围

25-125分，分数高则依从性好。(2)血压控制情况：

于干预前、干预 6个月后采用电子血压计测量舒张

压 (SDP)、收缩压 (SBP)。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统计分析软件，计量资料以

( x±s)表示，用配对 t检验；以%表示计数资料，用

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治疗依从性

观察组遵医服药行为、生活管理、不良服药行

为、烟酒管理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2.2血压控制情况

干预前，两组SDP、SB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P>0.05)；干预后，观察组SDP、SBP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表1　两组治疗依从性对比 (x±s，分 )

组别 遵医服药行为 生活管理 不良服药行为 烟酒管理

对照组 (n=30) 13.26±3.14 38.39±2.76 26.48±5.27 7.88±1.86
观察组 (n=30) 20.28±4.12 42.51±3.02 34.51±4.96 10.13±1.74

t 7.423 5.516 6.077 4.839
P 0.000 0.000 0.000 0.000

表2　两组血压控制情况对比 (x±s，mmHg)

组别
SDP SBP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n=30) 99.78±9.23 89.75±8.14 156.37±10.26 149.69±10.45
观察组 (n=30) 100.14±8.56 81.35±7.42 155.53±11.05 139.22±9.57

t 0.157 4.177 0.371 4.047
P 0.876 0.000 0.712 0.000

3讨论

社区高血压患者以老年人居多，该类人群由于

对高血压认知程度不足，难以正确对自身情况实施

监测，影响血压控制效果，对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威

胁 [8-9]。常规高血压健康教育方式缺乏实际指导性，

加之社区护理人员缺乏系统培训，致使患者对高血

压相关知识的掌握度存在差异 [10]。

链式管理是以患者为中心，以护理管理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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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为管理对象，增强各环节的横向联系，从而保

证健康教育过程中每个环节的落实。本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遵医服药行为、生活管理、不良服药行

为、烟酒管理评分高于对照组，SDP、SBP低于对照

组，提示链式管理能够提高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治

疗依从性，增强血压控制效果。在社区老年高血压

患者中实施链式管理，加强对社区护理人员分层教

育，可提高社区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及健康教育技

能，以便更好的为患者提供服务。链式管理增加社

区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接触与沟通，根据患者需

求制定教育计划，保证护理计划更具有针对性及可

行性，凸显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理念，保障护理措

施的落实，提升护理管理质量。高血压患者血压水

平不稳定与饮食不合理、生活习惯不健康、用药不

规律等因素相关 [11-12]。链式管理通过通过高血压专

栏、集体宣教、微信指导、健康讲座等多形式，对

高血压患者展开健康教育，实时解答患者疑问，可

帮助患者更好的掌握、理解高血压相关知识，促使

其态度、行为正向转变，从而提高服药依从性，正

确进行自我管理，有效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增强

血压控制效果。

综上所述，链式管理应用于社区老年高血压患

者中效果良好，能够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达到平

稳控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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