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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疾病，发病率和并发症均在逐年增高。中国老龄化形势严峻，通过提高老年高血压患

者的健康素养水平，来改善其健康结局迫在眉睫。本文阐述了健康素养的概念、内涵，并对老年高血压

患者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了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素养研究的挑战及对未来健康素养研究

的展望，以期提高老年高血压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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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pertension is a chronic disease with increasing incidence and complications year by year. The 
aging situation in China is serious, so it is urgent to improve the health outcomes of elderly hyper-
tension patients by improving their health literacy level.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health literacy,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ealth literacy in elderly pa-
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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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th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health literacy research in the future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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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课题预测[1]，2025 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 3 亿(3.08 亿)，2050
年达到峰值 4.83 亿，届时三个人当中就将有一个老年人。高血压病程长，病因复杂，对于老年人健康影

响显著，给患者自身、家庭及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担。高血压是可防可治的，积极地预防和治疗，可以

降低发生心血管病的风险，降压达标可将高血压患者的危险性降到最低[2]。健康素养是国际上公认促进

全民健康最经济有效的策略，而我国对健康素养，尤其是高血压等慢性病健康素养的研究刚刚起步[3]。
所以对高血压健康素养的关注有待提高。 

目前国内高血压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高血压的治疗和患者的健康教育上面，有关高血压患者高血压

病健康素养及其与血压控制关联的研究较少。本文对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进行

了综述，旨在为提升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素养水平提供依据。 

2. 老年高血压健康素养的内涵 

健康素养的概念最早于 1974 年被提出[4]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广为接受和使用一个定义是美国医学

研究所所采用的“为做出正确健康决策，个体获取、处理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的能力”[5]。高血

压健康素养是指高血压患者获取、理解高血压疾病相关信息和健康保健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

出正确判断和决定，以控制病情、促进健康的能力[6] [7]。健康素养反映的是一种综合能力，Nutbeam [8]
将其描述为功能性、互动性、评判性健康素养。功能性健康素养水平体现在高血压患者知识技能和获取

能力上，例如，阅读药品标签，营养素摄入量的计算，血压监测技能等，这是最基本的健康素养；互动

性健康素养重点关注与他人健康信息沟通交流的能力，在高血压患者上具体体现为：临床期间与医护人

员、其他患者沟通并积极寻求高血压相关信息的能力等；评判性健康素养即采用批判性思维分析从外界

获取的健康信息，结合自身情况做出适宜的决策以促进健康，在高血压患者上具体体现为不随意购买他

人推销的降压药[8] [9]。国外研究者更多关注患者健康素养的语言和理解，我国研究者较多关注知识技能

的储备和运用[10]。 

3. 老年高血压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 

健康素养受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影响老年高血

压患者健康素养的因素日益增多。 

3.1. 社会人口学因素 

从全国性的数据分析看，文化程度、地区、性别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素养主要的因素[11] [12] [13]。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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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与健康素养水平呈正相关[6] [14]，高教育水平人群有更广泛的健康信息获取途径，

对健康信息的理解、应用能力强。张庆华等[6]研究表明高龄血压患者健康素养水平较低，年龄增长及身

体各项机能的下降，造成接受知识、实践健康行为更加困难，不利于健康素养形成。刘禾等[14]调查显示

女性健康素养较高，家庭中女性在健康及情感交流中多处于中心地位，会更多参与健康信息、技能的获

取和传播。国外文献表明，健康素养水平存在经济和地域差异[15] [16]；陆一鸣等[17]的调查显示，慢性

病防治素养城市为 6.2%，农村为 2.1%。农村地理位置受限，卫生服务资源匮乏，减少了居民接触健康知

识机会，又由于文化程度、经济条件有限，对健康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使高血压不能早发现早控制。

除此之外，健康素养还存在种族间差异[18]；刘贵珍等[19]、张庆华等[20]及李彩福等[21]研究显示，维族、

哈萨克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高血压患者健康素养水平较汉族相比偏低，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少数

民族生活习惯、语言文化限制了患者健康知识的获取、理解及对社会卫生服务资源的利用情况。 

3.2. 社会支持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中老年高血压病患者的健康素养水平越高。这与刘柳等[22]对中

老年冠心病患者的调查结果一致，她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给患者提供信息、经济和情感支持，可以

缓解健康素养不足带来的不利影响，并让患者获得正性情感，自我管理主动性强。Edwards 等[23]认为，

患者的健康素养与他们的家庭和社会网络有关，通过借鉴周围人群的技能来寻求、理解和使用健康信息，

有利于健康素养的提升。刘贵珍等[16] [19] [24]调查显示，与子女或配偶同居的患者健康素养水平高于独

居者，这与经济、亲情支持有关，同时子女容易接受新知识技能，可更多地向老人传播健康素养和更好

地监督患者坚持健康行为，从而提高健康素养水平。同时，增加患者的社会支持，能够帮助患者建立与

卫生专业人员的便利沟通渠道，利于患者积极参与医疗卫生决策，更好地管理自身慢性疾病。 

3.3. 认知功能 

薛玲玲等[25]研究结果表明，认知功能是健康素养的重要影响因素，认知功能低下或有认知功能障碍

的个体，其健康素养水平也处于低水平状态。有研究[26]表明，健康素养是影响老年人认知功能状况的重

要因素，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水平是延缓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法。可见，健康素养

与认知功能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国外研究[27] [28]表明，认知功能不足或损害与健康素养水

平低下有密切关系，但尚无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也为以后对老年高血压健康素养水平及认知

功能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方向。 

3.4. 其他因素 

除了上述影响因素外，评测工具对老年人健康素养水平也是有影响的，虽然在文献中很少涉及评测

工具的影响，但是作者在现场督导的过程中，经常发现因为健康素养问卷题目较多，在现场调查中有多

数老年人无法完成问卷[29]。因此，有针对性地设计老年人健康素养专用问卷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发

现[30] [31]，患者的家庭收入情况是健康素养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并且收入越高，健康素养越充足。收

入低的患者将大部分收入满足基本日常生活支出，可能为了避免额外花费，不愿意投入时间、财力关注

健康，限制了患者与健康信息的接触与沟通[32]。 

4. 小结 

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素养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多局限在内在因素方面，外在因素方面的研究虽有所

涉及，但研究深度不够，范围较窄。建议采用多样式方法促进和提高老年高血压患者健康素养水平。低

健康素养水平也会影响老年高血压的治疗结果，所以也应该重点关注低健康素养水平的老年高血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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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进行健康素养提升与健康促进行为培养中，应在全面了解患者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

的前提下，将临床和公共卫生进行有机结合，根据我国国情设计个性化健康素养研究模式与探索路径，

以推动老年高血压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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