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RARE  AND  UNCOMMON  DISEASES, AUG. 2017,Vol.24, No.4, Total No.123 63

作者简介：赵秋红，女，本科学历，中级职称，主管护师，主要研究方向：内科护理

通讯作者：赵秋红        

·综合·

　　高血压是常见的慢性疾病，其诱发因素众多，涉

及饮食、生活习惯、社会压力等各方面因素，随着生

活水平的发展，现高血压好发年龄趋向低龄群体，严

重影响我国人口素质发展
[1]
。高血压治疗是需长期进

行的，针对青年患者具有较好的理解能力，实行健康

教育使患者掌握一定的相关知识有益于患者自觉进行

健康的生活方式
[2]
，为分析视频健康教育的疗效，我

院特采用视频健康教育模式，增进患者及其家属对疾

病、治疗的理解，取得良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视频健康教育对青年高血压患者疾病认知程度及服药依从性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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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视频健康教育对青年高血压患者疾病认知程度及服药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诊断为青年高血压

(>18岁)患者84例，随机分为对照组(41例)与观察组(43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给予视频健康教

育，即将多种健康教育形式以视频形式呈现出来，治疗一周后评价两组的疾病认知度及服药依从性。结果 一周后

比较两组对疾病认知度及服药依从性，对照组认知度及格率为90.2％，优良率为65.8％，观察组及格率100.0％，

优良率95.3％，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对照组服药依从性优良率为75.6％，显著低于观察组97.7％，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视频健康教育具有操作简单、要求少的特点，并有效提高青年高血压患者的疾病认

知度及服药依从性，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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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Video Health Education on Disease Cognition Degree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Young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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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video health education on disease cognition degree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young patients (age>18) with hypertension. Methods  A total of 84 young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in our hospital 
were taken as the clinical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41 cases) and 
observation group (43 cases). The conventional health education was given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video health 
education which presented in various forms was given 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One week after treatment, the disease 
cognition degree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One week after treatment, the 
pass rate and excellent rate of cognition degree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90.2% and 65.8%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100.0% and 95.3%(P<0.05), the excellent rate of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75.6% which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97.7%, and 
their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Video health education which has the advantages 
of easy to operate and low requirem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isease cognition degree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young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Thus, it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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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3年4月～2015年10

月收治的高血压青年患者84例，随机分为对照组(41

例)与观察组(43例)，其中对照组男23例，女18例，

平均年龄(26.3±3.8)岁，平均病程(1.2±0.4)年；

观察组男25例，女18例，平均年龄(27.4±2.5)岁，

平均病程(1.3±0.2)年。患者纳入标准：(1)患者均

为成年人，年龄18～30岁，且均为轻度高血压；(2)

均为高中及以上学历；(3)无认知障碍及精神系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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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排除标准：(1)治疗过程中不配合患者；(2)合并

有其他严重疾病影响研究者，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

会同意，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比较两组患者

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具有可

比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入院后给予降压治疗，

并进行常规健康教育，即口头讲解、发放宣传册等相

关方式向患者讲解此次住院目的及治疗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注意事项。观察组患者：患者入院给予降

压治疗，并采用视频教育模式，具体方法如下：(1)

整理疾病相关的知识，包括疾病定义、诱发因素、发

病机制、治疗措施、治疗目的、出院后自我管理支持

等六个版块，采用相应图片在旁边进行补充，并使用

相应科研数据、专家理论等增加视频的权威性、可靠

性；(2)征求患者同意后，收集医院曾诊治过的青年

高血压患者临床资料并对其进行视频采访，并对此次

研究患者予以支持、鼓励，增强其治疗信心；(3)全

程播放近两小时，并每天随机抽取研究患者进行采

访，将其对话录制视频中，让每位患者充分感受到治

疗主动性、参与性的重要性。

　　1.3 评价方法  疾病认知度评价：采用自制问

卷量表评估，设置关于高血压治疗及护理措施等相

关问题，满分100分，60分为及格，60～85为良好，

＞85为优秀，比较两组患者对疾病认知程度；服药依

从性：采用访谈形式对两组患者的服药依从性进行评

估，评估内容包括医疗行为、遵医嘱用药、健康转

变、饮食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等五个方面进行评分，

每项满分4分，运用四级评分法，1分表示完全做不

到，2分表示偶尔可以，3分表示基本做到，4分表示

完全可以，总分≥15分表示依从性优秀，9～15分表

示良好，≤9分表示差。优良率=(优秀+良好)/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软件对数据进行

处理，疾病认知度及服药依从性等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采用χ
2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疾病认知度比较  对照组认知

度及格率为90.2%，优良率为65.8%，观察组及格

率100.0%，优良率95.3%，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比较  对照组患者服药

依从性优良率为75.6%，显著低于观察组97.7%，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   论

　　高血压作为我国发病率较高的一种慢性疾病，

因发病机制不详，常认为与遗传因素、不良生活习

惯及生活环境密切相关
[3-4]

。有研究显示青年高血压

存在轨迹现象，即随着年龄增长，若干年后大部分患

者血压仍保持在原来血压的百分位数不变，因此及时

进行早期降压治疗及相应健康教育十分重要
[5]
。现代

医学认为健康应是身体、心理及社会适应能力均处于

良好状态，患者通过自身改变，主动、自觉的选择有

益于身体健康恢复的方式是最有效且最长远的，如何

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及治疗依从性是护理关键，

本研究采用的视频健康教育模式是通过信息传播进行

行为干预，将患者、疾病、治疗三者连为一体，通过

音频、图像等方式构成连续、动态的管理模式，同

时诠释高血压相关知识，并让患者参与视频制作过

程，在参与的前提下将大大提高了患者认知度、依从     

性
[6-7]

。本研究显示，经视频健康教育一周后，观察

组患者认知度调查显示，及格率高达100.0%，优良

表1 两组患者疾病认知度比较

组别（n）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优良率（％）

对照组（41）  12  15  10   4      65.8

观察组（43）  21  20  2   0      95.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比较

组别（n）  优秀    良好     差        优良率（％）

对照组（41）   13     18     10          75.6

观察组（43）   23     19     1          97.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率达95.3%，依从性优良率97.7%，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说明视频教育可显著提高患

者治疗的积极性，提高疾病认知度、治疗依从

性。

　　综上，视频健康教育课显著提高青年高血

压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及服药依从性，操作简

单、要求少，适于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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