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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调查南通市社区高血压患者家庭血压计持有及家庭自测血压"

"P>$

$情况%方法
!

在南通市社区高血压患

者中便利抽样!应用自制的家庭自测血压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

调查高血压患者
659

例!其中
166

例家中持有血压计!占
37/24

%

血压计持有率在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有医生推荐者高于医生未推荐者"

#

"

5/53

$#自认为
"P>$

有价值者高于认为
"P>$

没

价值者"

#

"

5/53

$#

"P>$

知识行为问卷得分在不同文化程度&是否经常接受健康教育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51

$#

73

例

没有购买血压计!原因排名前
!

位分别是!认为血压计价格太贵
67

例"

!6/24

$!不需要家庭自测血压
67

例"

!6/24

$!不会操作使

用血压计
17

例"

61/64

$%结论
!

南通市社区高血压患者家庭血压计持有率还应提高!高血压患者
"P>$

知识水平行为有待

提升%

"关键词#

!

高血压#血压监测仪#家庭医疗保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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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其病理生理特

点是循环动脉压增高"有效控制高血压一直是心脑血管领域研

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家庭自测血压!

D;E&VL;;=

@

H&BBAH&E;8

<F';HF<

O

"

"P>$

#是传统诊室血压测量的一个重要补充"能弥

补医院所测血压的不足和缺陷"更适合高血压治疗的长期随

访"已经被专业的高血压协会*学会推荐使用&

1

'

$诊室外血压

!动态血压监测%家庭自测血压#的广泛应用是对高血压客观评

估和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

6

'

$研究显示"

"P>$

可提高患者

治疗依从性"使患者规范治疗进而更好发挥降压作用&

!8)

'

$社

区是高血压主战场"调查社区高血压患者
"P>$

情况%相关知

识行为规范程度"可为进一步推广
"P>$

提供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便利抽样法对南通市社区高血压患者的

人口学资料%血压计持有和家庭自测血压情况进行调查$高血

压患者入选标准)居住在南通市的社区高血压患者(意识清楚%

与调查人员沟通无障碍者(均知情同意$均面对面调查并当场

回收$发放问卷
617

份"回收有效问卷
659

份$

659

例高血压

患者中"男
99

例"占
!9/64

"女
1!5

例"占
06/74

"平均年龄

!

03/!c2/7

#岁$

?/!

!

调查问卷

?/!/?

!

基本情况
!

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是否

经常接受高血压健康教育%认为家庭自测血压对诊断高血压及

制订治疗方案是否有价值%购买血压计的费用由谁支付%医生

是否推荐家庭自测血压等$

?/!/!

!

"P>$

知识行为问卷
!

由课题组自拟$在咨询南通

市
3

名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心血管专业医师%流行病学专家后"

97!!

重庆医学
6519

年
7

月第
)0

卷第
6)

期

#

基金项目$南通大学自然科学一般项目!

1!_515

#$

!

作者简介)彭美娣!

1200.

#"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慢性病管理与护理研究$



修改制订$以
6516

年/家庭自测血压中国专家共识0

&

1

'中的重

要问题编制问卷$问题包括血压计的选择%血压计的校准%血

压测量的频率!次数#%家庭自测血压的正常值等"共
2

个条目"

均以选择题形式呈现"每答对
1

题得
1

分"答错得
5

分"总分范

围为
5

!

2

分"得分越高说明
"P>$

知识行为掌握得越好$自

测血压率)指每周至少测量血压
1

次的患者所占比例&

3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5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
!

6 检验"计量资料用
=c0

表示"

采用
'

检验或方差分析$以
#

"

5/5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高血压患者家庭血压计持有情况
!

调查的南通市
659

例

社区高血压患者中"

166

例持有血压计"占
37/24

$家庭自测

血压率为
37/64

!

91

*

166

#$在持有血压计的
166

例中!选项

有重复#"

39

例!

)0/94

#是医生推荐购买血压计的"

77

例

!

96/14

#自家主动购买血压计"

!)

例!

69/24

#家中血压计由

他人赠送$家中没有血压计者共
73

例!

)1/14

#"其中
6)

例

!

67/!4

#表示医生推荐过家庭自测血压但没有购买血压计$

家中没有血压计的主要原因)认为血压计价格太贵
67

例

!

!6/24

#"认为不需要在家测血压
67

例!

!6/24

#"认为买回来

不会操作所以没有购买
17

例!

61/64

#"有
0

例!

9/14

#担心血

压计测量不准确所以没有购买"其他原因
3

例!

3/24

#$

!/!

!

高血压患者一般人口学资料对是否持有血压计的影响
!

文化程度越高持有率越高"女性明显高于男性"见表
1

$

!/"

!

高血压患者的
"P>$

价值判断对是否持有血压计的影

响
!

对
"P>$

在诊断高血压%制订治疗方案中的价值判断认

为很有价值的持有者
!!

例!

69/14

#"无血压计者
17

例

!

61/14

#(认为有价值的持有者
39

例!

)0/94

#"无血压计者

69

例!

!1/74

#(认为不确定的持有者
65

例!

10/)4

#"无血压

计者
6!

例!

69/14

#(认为无价值的持有者
16

例!

2/74

#"无血

压计者
19

例!

65/54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6

-2/2

"

#-

5/512

#$

表
1

!!

一般人口学资料对高血压患者是否持有

!!!

血压计的影响

项目 持有血压计例数 无血压计例数
!

6

#

年龄!岁#

!"

05 )! 13 9/02!5/55)

!'

05 92 95

性别

!

男
!7 !9 !/!6)5/5)9

!

女
7) )7

文化程度

!

小学及以下
6! )) 63/635/555

!

初中
)) 61

!

高中及以上
33 65

高血压病程!年#

!"

3 63 67 3/50 5/57

!

3

!

15 )7 !!

!%

15 )2 6)

!/B

!

高血压患者对
"P>$

正确知识掌握情况
!

166

例持有

血压计的高血压患者对
"P>$

正确知识掌握情况如下)

37

例

选择
"P>$

时选择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正确率为
)9/34

(

1!

例!

15/94

#认为使用期间每年至少对血压计校准
1

次的(关于

血压测量次数"

)9

例选择了每日早!起床后#%晚!上床睡觉前#

各测量
6

!

!

次"占
!7/34

(

13

例!

16/!4

#选择家庭血压的正

常值小于
1!5

*

75EE "

O

者(

6)

例!

12/94

#选择家庭自测血

压高血压的标准大于或等于
1!3

*

73EE"

O

$

!/J

!

不同人群家庭自测血压知识行为得分比较
!

166

例持有

血压计的高血压患者
"P>$

知识行为总体得分为!

6/19c

1/37

#分$在文化程度%是否经常接受健康教育两方面得分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5/53

#$见表
6

$

表
6

!!

不同人群家庭自测血压知识行为得分比较

项目
/

认知总分!

=c0

#

性别

!

男
!7 6/))c1/00

!

女
7) 6/56c1/3)

年龄!岁#

!"

05 )! 6/17c1/))

!'

05 92 6/1!c1/03

文化程度(

!

小学及以下
6! 1/69c1/!2

!

初中
)) 6/33c1/)5

!

高中及以上
33 6/!!c1/00

病程!年#

!"

3 63 6/30c1/33

!

3

!

15 )7 1/96c1/)6

!%

15 )2 6/)1c1/07

接受健康教育(

!

经常
!6 6/91c1/!2

!

偶尔
33 6/67c1/79

!

无
!3 1/36c1/17

!!

(

)

#

"

5/53

"组内比较

"

!

讨
!!

论

"/?

!

高血压患者家庭血压计持有率还应提高
!

本调查中"南

通市社区高血压患者家庭血压计持有率为
37/24

"高于俞伟

珍等&

0

'调查结果!家庭血压计持有率为
13/04

#"与王丽姿&

9

'

的调查结果!

33/04

#相似"与德国!

954

&

7

'

#%意大利!

934

&

2

'

#

等国家仍有差距$调查还发现血压计持有情况与医生建议自

测血压有关"与徐小玲等&

15

'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医护人员充分

发挥自己的优势"积极推广
"P>$

"有助于家庭自测血压的应

用$本研究持有血压计的高血压患者家庭自测血压率为

37/64

"与杨晓辉等&

11

'调查结果
0!/04

!

376

*

213

#相似"说明

有的家庭尽管持有血压计"但未能规律自测血压"须鼓励高血

压患者进行家庭血压测量"充分发挥家庭血压计的作用$

"/!

!

高血压患者
"P>$

知识水平行为有待提升
!

规范操作%

准确测量血压是高血压诊断%分级及疗效评估的关键&

16

'

$本

研究中"家中持有的血压计中",上臂式电子血压计-的比例占

)9/34

"与徐小玲等&

15

'研究结果相仿$血压计的正确选择将

对测量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要让上臂式电子血压计进入家

77!!

重庆医学
6519

年
7

月第
)0

卷第
6)

期



庭"有关部门应规定市面上只允许销售符合指南要求的上臂式

电子血压计"并对血压计销售员进行知识培训"限制不符合要

求的血压计进入市场$

在血压计的校准方面"行为正确率只有
15/04

"在调查过

程中"患者反映不知道怎么校准%在哪里校准"说明这将是今后

"P>$

推广过程中要强调血压计校准的问题$在患者对血压

测量次数和频率方面"只有
!7/34

每日早!起床后#%晚!上床

睡觉前#测量血压"

0)/64

高血压患者在感觉不舒服时才测量

血压(在家庭血压值的诊断标准方面"只有
16/!4

的患者以小

于
1!5

*

75EE"

O

为家庭血压的正常值"

12/94

以大于或等于

1!3

*

73EE"

O

为高血压的标准"

09/64

却错误地选择了

1)5

*

25EE"

O

为家庭自测血压时判断高血压的标准"可能原

因是尽管平时接受了健康教育"没有强调家庭自测血压的标准

所致"家庭自测血压的好多知识点患者还没有掌握$本研究发

现"文化程度%接受健康教育高血压人群在
"P>$

知识行为得

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常接受健康教育的患者
"P>$

知

识行为得分明显高于偶尔或不接受健康教育的"提示健康教育

在
"P>$

推广中的重要意义$在健康教育中要做好这些患者

未能很好掌握内容的宣教$

社会相关人员如血压计制造商进行技术改进%血压计销售

时销售员对电子血压计使用知识%具体操作进行讲解"在报纸%

电视%网络等媒体发布有关
"P>$

的公益广告"有助于家庭自

测血压的推广$医护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家庭自测血压的

推广和具体指导"可通过发挥重要他人作用"提供情感支持%工

具支持"促进家庭自测血压行为意愿的形成&

1!

'

(可将医生的指

导"特别是将社区医生的指导与患者的自身血压监测和管理有

效结合"从而促进血压的有效控制"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

发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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