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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视角下我国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 

王颜波 

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  北京 

【摘要】高血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慢性病，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还会因医疗诊治的费用给人们带

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和人们幸福指数的提高。近年来，我国高血压患病率持续上升，对高血

压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均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仍然偏低。高血压不能根治，病人的自我管理是其防治的关

键，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有效措施，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对于控制高血压的发病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全科医学的角度，探讨我国高血压病人自我管理的概念、影响因素，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高血压自我管理模

式，以期为全科医师提供高血压管理新思路，提高病人的自我管理水平，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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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management of hypertensive patient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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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pertension is a widespread chronic disease, which not only affects people's health, but also brings a 
huge economic burden to people due to the cost of medical consultation and treatment,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happiness index. In recent years, the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in China has continued to rise, and the awareness rate, treatment rate and control rate of hypertension have 
improved, but the overall level is still low. Hypertension cannot be cured, and patient self-management is the key to it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Exploring a proven and effective measure for its effective intervention and treatment is very 
important to control the onset of hypert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medicine, we explore the concept of 
self-management of hypertensive patients in China,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xplore the model of self-management of 
hypertension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general practitioners with new ideas of 
hypertension management, improve the level of self-management of pati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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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血压与自我管理 
1.1 高血压的危害 
随着人们的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血压的患病

率逐年增高，给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

危害。从个人健康角度看，高血压与心血管危险之间有

显著的相关性，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风险存在因果关

系。在高血压患者中，以脑卒中为最常见的并发症。此

外，血压也与心力衰竭、心房颤动等相关疾病有很大关

系。在社会危害性方面，我国有关研究显示，我国老年

人群中的高血压发病率较高，而高血压所造成的疾病负

担也在逐年增加。高血压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

医疗费用的增长，不仅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也使我国

的医疗资源更为紧缺。 
1.2 高血压自我管理 
①高血压自我管理的概念 
自我管理是指个体参与疾病干预，以积极应对疾病

状态，减少疾病对身体机能造成的影响。高血压是一种

不可根治的慢性病，它的自我管理包括：饮食和行为管

理、遵医行为等。国外有关的研究发现，高血压的自我

管理主要集中在运动、血压监测、药物依从等方面，但

在开展自我管理时，需要运用健康教育干预以及互联网

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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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高血压自我管理的意义 
高血压的自我管理能在很多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首先，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良好的生活习惯是一种合

理、有效的方法，可以降低血压，控制其它危险因素。

有研究发现，通过自我调节，高血压病人的健康素质有

所提高，规律运动比率提高，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

惯的发生率显著下降，血压控制率显著增加，身体素质

改善。其次，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和药物使用与患者

的治疗依从关系密切。强化病人的自控能力，有助于提

高病人的治疗依从性。第三，自我管理有助于提高病人

的精神状态，有利于缓解焦虑和抑郁情绪。 
2 高血压自我管理的影响因素 
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对高血

压患者的自我管理干预同时也应采取全方面、多层次的

干预和支持。 
采用 HPSMBRS 问卷，分为 6 个维度：用药管理、

饮食管理、休息与工作管理、情绪管理、运动管理和病

情监测。为了各维度有可比性，将每个维度得分转换为

标准得分，标准得分＝（各因子实际得分／各因子总分）

×100。发放问卷 25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48 份。不同

影响因素在 HPSMBRS 得分比较如表 1 所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高血压自我管理的影响因素有：自我效能、健康素

养、年龄、经济水平、文化程度等。其中自我效能是高

血压患者自我管理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自我效能指的

是一个人相信能够执行产生预期结果所需的行为，是调

节认识和行为之间关系的关键因素。 
3 全科医生在高血压自我管理中的作用 
《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

要大力发展全科医生、社区护士和公共卫生医生，并根

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全科医生队伍。高血压病

人的自我管理是一项重要的治疗手段，它既适合我国的

实际情况，又能有效地控制广大的高血压病人。随着全

国范围内全科医学的不断发展，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

也随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由全科医生及其团队通过采用以人为中心、联系性、

整合性的自我管理模式已在基层高血压患者的管理中

初见成效。有学者以全科医生为主导的社区自我管理高

血压模式，对 1668 位高血压病人进行了一年的随机对

照干预，结果显示，干预组的健康素质（71.6%）比对

照组（59.6%）高，说明全科医生的干预能够在很大程

度上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效果。 
还有学者通过对高血压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

议的自我管理模式，由全科医生提供医疗服务、健康教

育及风险评估，并以 74 名高血压病人为对象，其高血

压控制率、知晓率均比以前有所提高，并经多元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自我管理能力及签约家庭医生服务是血

压控制的重要因子。通过认知行为干预的自我管理模式，

对病人进行认知行为干预、行为训练和行为心理辅导，

结果显示：认知行为干预的自我管理模式不但可以更好

地控制病人的血压，而且可以改善病人的自我管理能力

和治疗依从性。 

表 1 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𝑥𝑥
−±s，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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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科医生干预下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模式 
4.1 信息化干预模式 
①干预形式 
医务工作者借助互联网技术，搭建在线教育平台，

同时也可以制作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以及 QQ 群、微

信群、社交网站等，分享有关高血压自我管理的相关知

识，同时在线上进行答疑解惑，及时了解病人的身体情

况和心理状态。 
②干预方法与内容 
利用互联网，采用视频、文字、图表等手段，分时、

分节地将有关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知识进行分类推

送，定期测验患者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并通过电子邮件、

留言板等方式及时与病人进行沟通，方便他们咨询；采

用移动无线电子血压计、智能运动手环等仪器，对患者

的身体、心率、运动、心理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价，并根

据这些指标，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的自我管理指导；采用

网上通知和电子日志，督促病人的自我管理的有效开展，

通过讨论组与病友进行交流，有助于他们相互激励，提

高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 
4.2 知信行模式 
知信行模式（KABP）中的“知”，主要指的是通

过健康宣讲，让病人了解高血压的相关知识；“信”主

要帮助患者树立控制高血压的信心；“行”则是提高患

者的自我控制能力，能够按照医生指导，进行饮食、运

动、用药等方面的有效控制，提高自我管理效果。 
①干预形式 
建立干预小组实施干预。小组的成员可由有工作经

验、善于沟通交流且有责任心的社区护士组成，在制定

出自我管理项目的具体内容与实施细则后，对小组成员

进行统一培训与考核。 
②干预方法与内容 
在开展健康知识宣教之前，先对高血压病人的身体

情况和心理变化有足够了解，判断病人对高血压相关知

识的认知程度，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定期组织知识宣讲，

并进行一对一的问答。在凯尔曼的阶段理论指导下，帮

助患者建立起稳固的信念。例如，强调高血压的危害，

重视健康的行为，使病人认为，通过改变自己的不良生

活习惯可以有效地控制血压，通过电话、上门随访等方

法，促使病人的行为发生变化，在后续的追踪中，对自

我管理的影响进行评估，并强化反馈，着重于态度和行

为的变化对病人的控制有帮助，加强病人的自控能力。 
4.3 群组干预模式 
群组干预模式是将一众高血压患者组织在一起，分

成若干小组，由医务人员对小组成员进行健康教育与行

为指导。 
①干预形式 
组建小组团队，每个小组包括不同学科医务人员组

成的指导者（如医生、护士、营养师和康复师等，每个

学科至少 1 名）、6～8 名高血压患者及 1~2 名组长（由

小组成员推举、具有组织和沟通能力的患者）。 
②干预方法和内容 
指导者对小组成员进行高血压自我管理知识和技

能的群组教育，指导者定期进行电话随访，随访内容主

要包括患者饮食、运动、用药依从性和血压自我检测等

自我管理尚存在的问题，并持续提供个性化的专业指导，

进而制定下一步的管理策略和目标。 
5 结语 
综上所述，高血压作为一种无根治方法的慢性疾病，

而自我管理是一种有效控制高血压的方法。今后，应该

加强全科医生介入高血压的自我管理，重视病人自我管

理的主动性，改变患者以疾病为中心和以医生为中心的

就诊态度，并以医患双方的合作，使病人的自我管理能

力最大化，提高生活质量。充分发挥社区的优势，加强

社区卫生服务，加强对居民的早期防治和高危因素的筛

查，通过对居民进行全面、持续的指导和自我管理干预，

改善社区居民整体的健康水平。未来，将继续深入探讨

适合我国国情的自我管理方法，以更好地融入到社区医

疗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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