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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与进展

以知识图谱为基础的国内高血压研究现状与进展
马田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王渠则镇中心卫生院全科门诊，陕西榆林  718500）

摘要：高血压是临床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亦是临床常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其发病机制复杂，故病因至今仍未明确。结合临床病症知识，

针对高血压病的现状进行研究，对有效防控、治疗高血压有重要意义。以中国知网中关于高血压的研究文献作为主要分析材料，以知识图谱

为基础对国内高血压领域的相关知识进行整理，从而对国内高血压的现状与进展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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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内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疾病谱改变等多种因素影
响，临床高血压发病率显著上升 [1]。该病症以血压升高为主
要特征，并伴有脂质代谢异常，可导致心、肾等多个脏器功
能损伤，危害人体健康。国内学者对该病症从不同角度进行
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数
据来源统计显示，高血压相关研究文献高达 40 000 余篇，且
每年的发文量均在 1 000 篇以上，内容涉及多个学科领域，
包含高血压防治、病发机制、临床治疗等多个方面，研究内
容错综复杂。因此，对数量庞大、内容相互交叉的科研文献
开展有效梳理，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尤为重要。
本文以在中国知网中检索得到的与高血压相关的文献为数据
源，梳理国内高血压研究现状与进展，以期为国内高血压疾
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现综述如下：

1 知识图谱分析
通过统计中国知网中高血压相关文献数据，以知识图谱

为基础分析发现，在国内高血压疾病研究中，内容涉及自我
管理、社区管理、血压控制与健康宣教等多个方面的文献较多，
可见社区仍是国内高血压病的主要防治场所。且有大量数据
表明，借助社区活动开展高血压防治工作，是控制高血压慢
性疾病的有效措施。同时，高血压是一种无法完全根治的疾病，
需长期且持续地进行控制，不仅要求患者长期服药，还需提
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而积极开展健康宣教活动，对患者
自我效能的提升有显著作用，继而达到自我控制、有效维持
血压水平的目的。而患者无论是依赖药物控制，还是自我控
制均需在社区完成，从而达到有效控制血压、减少多种心脑
血管事件发生与降低患者死亡风险的目的。

2 高血压治疗分析
通过对中国知网中高血压相关文献研究内容归类后发

现，国内针对高血压的管理主要包含该疾病的非药物治疗效
果评价、药物治疗效果评价、社区对高血压管理的影响及社
区对高血压的干预方式等4个方面。同时在高血压管理方面，
通过深入分析社区、分级、区域等多种管理模式的理论知识
可知，近年来用药管理与家庭医生服务等方法已成为高血压

疾病干预的新型研究趋势，充分反映了国内高血压管理已不

再是传统的理论层面知识，逐渐开始向具体措施落实方向转

变，有显著的理论指导作用，并逐渐形成系统、全面且合理

的效果评价指标。

3 高血压防治
近年来随着临床医学发展，加上对高血压的深入研究，

目前国内针对高血压的防治措施相对完善，且干预措施明确、

诊治效果显著。但数据统计表明，国内对高血压的控制效果

仍然不够理想。据国家发布的《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7》推算，

目前国内心血管疾病患者已达 2.9 亿，患病率、病死率仍处

于逐年上升趋势。结合知识图谱基础分析，对高血压患者的

随访工作、联合治疗与单片复方制剂等措施，可有效改善对

高血压的控制率，但并未在网络图谱中体现，故针对高血压

管理措施研究仍需进一步拓展加强。

4 小结
国内高血压防治工作仍需家庭成员、医护人员的共同参

与。医护人员可为患者提供有效的诊疗服务、健康宣教与用

药指导、定期随访，准确掌握患者血压水平控制情况，及时

纠正患者不良生活习惯，促使患者血压水平维持稳定。家庭

成员可为患者提供物质与精神支持，积极开导患者，避免负

面情绪，监督患者按时服药，促使患者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

并提高患者治疗的积极性。而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是维持血压

稳定的关键，直接关系着高血压控制的成功率，无论是多么

有效的管理方式均需患者自我管理才能发挥效果，故患者自

我管理能力与血压控制效果呈正比，是有效控制自身病情的

关键。另外，中国知网上的高血压文献多为医疗卫生领域，

在其他学科的研究分析较少。故在今后研究中，可积极寻求

新的切入点，如围绕“心室功能”“超声检查”等知识进行

分析，继而为高血压病症知识与防治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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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入手。现代医学肯定了情绪对于病情治疗的作用和影

响。手术室护理干预措施在术前与患者进行了积极的沟通，

了解了患者的躯体状态和心理状态，让患者同时做好了躯体

准备和心理准备；在术中，也与患者进行了比较轻松的沟通

和谈话，转移了患者的注意力，术中保暖措施、防感染措施

的实施降低了手术风险；术后护理可以提升患者术后躯体的

舒适度，减少不适感，有助于患者更好地配合护士展开护理

管理工作。
综上所述。手术室护理干预用于甲状腺手术可以明显减

轻患者焦虑和抑郁情绪，稳定患者心理状态，同时确保患者
术中体征平稳，减轻疼痛反应，值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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