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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了解自贡市富顺县居民对高血压的高危致病因素和导致高血压发生发展的因素的认知度，以

便加强民众对高血压的了解程度。方法：在自贡市富顺县常住居民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其进行高血

压危险因素的问卷调查。建立决策树模型进行分析。结果：1) 自贡市富顺县居民对于高血压防治知识知

晓情况总体较高，文化程度较高的居民对于相关知识总体较文化程度较低的更为了解；2) 在涉及到吸烟、

饮酒、食盐摄入会影响到高血压发生发展的问题中，居民认知度较高，而对于重辣的危险因素认知度较

低。结论：居民对高血压饮食的认知程度以及对锻炼方面的认知程度还有待高。建议：进一步加强有关

高血压危险因素的宣传，并加大疾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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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wareness of the high-risk pathogenic factors of hypertens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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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ctors leading t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ypertension in Fushun County, Zigong 
City,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of hypertension. Methods: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of hypertension among permanent residents in 
Fushun County, Zigong City to build a decision tree model for analysis. Results: 1) Residents in 
Fushun County, Zigong City generally had a higher awareness of knowledge of hypertension pre-
vention and treatment, and residents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 were more aware of related 
knowledge than those with lower education level. 2) Among the issues involving smoking, drink-
ing, and salt intake that affect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ypertension, residents have 
higher awareness, but lower awareness of the risk factors for severe spicy food. Conclusion: The 
residents’ awareness of hypertensive diet and exercise remains to be high. Suggestion: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publicity about the risk factors of hypertension, and increase the popularization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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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我国的疾病谱也随之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1]。其中，高血压的患病率使呈现一个快速上升的趋势，加之其并发症冠心病、心力衰竭等是

造成人们死亡常见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2]。既往研究表明，改变生活方式、调整饮食结构以及适当运动，

等均可有效干预高血压的发生发展，使其处于疾病前期范围内[3]。除此之外，高血压的合理用药也是影

响高血压的重要因素，本次调查把在高血压症状缓解之后是否可以停药作为一个单独的危险因素进行分

析。因此本研究主要为了解自贡市富顺县居民对高血压的基本知识及其危险因素的认知情况，对自贡市

富顺县的居民进行了有关高血压的基本知识以及危险因素认知情况的调查分析，为进行更为有效的高血

压防治工作。 

2. 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自贡市富顺县各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其中男性 111 人，女性 143 人。具体情况见表 1。 

2.2. 调查内容 

内容包括人口学指标(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家族史等)、高血压病危险因素认知(膳食营养

及锻炼部分及药物使用部分)、高血压基础知识的认知(血压的正常波动范围，高血压能否治愈等)以及居

民对“健康中国 2030”政策下，高血压这种疾病的预防控制的期待。 

2.3. 调查方法 

调查员自行设计问卷，选择随机抽样方法对自贡市富顺县居民进行线上线下调查，利用暑期社会实

践的时间对调查对象发放问卷，若调查对象不能自填，则采取访问的方式完成问卷后当场回收，共收集

了 254 份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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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统计学方法 

剔除无效问卷后，采取 Epidata3.1 进行数据录入，SPSS17.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用百分比

(%)表示，采用 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建立决策树模型。 

3. 结果 

3.1. 不同年龄段对高血压危险因素的认知度差异 

富顺县居民对高血压危险因素认知度情况不同，总体来说 40~60 岁人群对于高血压危险因素的认知

更为了解，19~40 岁人群次之。高盐高脂饮食，情绪易激，肥胖的知晓率较高，重辣饮食，体质差的知

晓率较低。结果见表 1。 
 
Table 1.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of high-risk factors for hypertension among residents of different ages in Fushun County 
(%) 
表 1. 富顺县不同年龄阶段居民高血压高危因素知识知晓率(%) 

 高盐 
饮食 

高脂 
饮食 

重辣 
饮食 喝酒 缺乏 

运动 吸烟 压力大 睡眠 
质量 体质差 肥胖 情绪 

激动 

<18 84.21 84.21 34.21 81.58 78.95 71.05 78.95 84.21 68.42 78.95 84.21 

18~40 94.12 94.85 60.29 91.18 86.76 80.88 92.65 86.76 79.41 97.06 89.71 

41~60 94.52 94.52 63.01 89.04 86.30 83.56 90.41 89.04 72.60 95.89 91.78 

>60 100.00 71.43 71.43 100.00 85.71 100.00 71.43 71.43 57.14 100.00 85.71 

3.2. 不同文化程度关于对高血压危险因素的认知 

此次调查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对高血压危险因素都有一定的了解，但彼此间存在着一些不同。

普遍认同肥胖，高盐饮食是影响高血压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重辣饮食的影响程度较低。对于同一影响

高血压发生发展的因素，除重辣饮食，吸烟，其他因素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知晓率相差不大。高中以上

学历者还认为有另一主要因素即睡眠质量和情绪易怒。调查结果统计见表 2。 
 
Table 2. Awareness rate (%) of risk factors for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ypertension among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in Fushun County 
表 2. 富顺县不同文化程度对高血压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的知晓率(%) 

 高盐 
饮食 

高脂 
饮食 

重辣 
饮食 喝酒 缺乏 

运动 吸烟 压力大 睡眠 
质量 体质差 肥胖 情绪 

易怒 

小学及

以下 81.48% 77.78% 70.37% 92.59% 92.59% 81.48% 85.19% 88.89% 77.78% 100.00% 88.89% 

初中 93.65% 90.48% 61.90% 96.83% 87.30% 77.78% 95.24% 79.37% 77.78% 95.24% 88.89% 

高中及

中专 93.59% 93.59% 58.97% 79.49% 79.49% 80.77% 83.33% 84.62% 74.36% 88.46% 87.18% 

大专及

以上 95.35% 97.67% 48.84% 91.86% 87.21% 83.72% 93.02% 94.19% 74.42% 97.67% 93.02% 

3.3. 富顺县不同年龄阶段居民高血压基本知识知晓情况 

此次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分别有 71.05%的未成年人以及 57.14%的 60 岁以上的老人均认为高血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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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疾病是可以治愈的，18~60 岁的成人中有 74.16%的人了解高血压是不可治愈的。仅有 23.68%的未成年

人了解人体血压的正常波动范围，在 18~60 岁的成人中也仅有 56.46%的人了解，60 岁以上的老人有

57.14%了解。 

3.4. 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对高血压基本知识的认知情况 

文化程度越高，对高血压有关预防及用药方面的基本知识了解越好，经 χ2检验，P < 0.00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而文化程度是否影响到其他有关高血压基本知识方面的认知，经 χ2检验，P > 0.005，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3。 
 
Table 3. The cognition of the basic knowledge of blood pressure among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表 3. 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对血压基本知识的认知情况 

认知项目 症状缓解能否

停药 
40 岁以上的人有无

必要定期测量血压 高血压能否治愈 正确了解正常血

压的波动范围 
高血压有无联合

治疗的必要 

文化程度 能 不能 有必要 无必要 能 不能 能 不能 必要 非必要 

初中及以下 59 31 21 69 27 63 53 37 72 18 

高中及以上 48 116 89 75 58 106 78 86 121 43 

3.5. 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对高血压症状缓解之后是否可以停药的认知度 

CHAID 决策树模型分析结果以是否认为高血压症状缓解后可以停药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家族史，认为高血压是否可以治愈，是否会注意到自己的营养搭配，是否会听信降血压的民间偏

方 8 个自变量纳入决策树模型，决策树生长层数为 3 层，父节点最小样本量为 100，子节点最小样本量

为 50.通过分析，结果显示，对症状缓解后是否可以停药的影响因素中，关联性最强的是文化程度。位于

第二层的变量是认为高血压是否可以痊愈，年龄，性别。由此可知，文化程度是影响是否可以停药的重

要因素[4]。 

4. 结论 

4.1. 居民对高血压饮食的认知程度有待高 

因富顺县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重油重辣，高盐的饮食习惯，导致油腻辛辣饮食和食盐摄入过多称为

不可忽视的现状。通过调查的数据分析，高盐高脂的知晓率较高，重辣的知晓率较低。许多老年患者长

期养成吸烟、饮酒、高盐高脂重辣的不良习惯，短时间内无法改变。建议加强对高血压饮食知识尤其是

重辣方面的健康教育，把饮食方法具体化，先降脂，需活血，宜凉食，平衡食物酸碱，多维生素纤维素

[5]。逐渐改变其不良习惯，可采取宣传讲座、新闻媒体、报纸等形式的宣传[6]。而此次调查结果显示，

有超过 83%的居民想要以宣讲的方式去更为深入的了解高血压。 

4.2. 居民对锻炼的认知程度有待高 

富顺县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程度的居民对体育锻炼的认知度普遍低于重油重盐等饮食方面。健

康中国战略下，日常生活实践中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体育锻炼，有效的进行体育锻炼可以抑制高

血压病人的病情发展状况[7]，体育锻炼与高血压存在负相关，每周锻炼次数与高血压病之间呈剂量反应

关系，即随着每周锻炼次数的增加，高血压的危险性逐渐降低；同样，锻炼时间长短与高血压之间呈剂

量反应关系，即随着每次锻炼时间的增加，高血压的危险性逐渐降低[8]。建议加强对高血压饮食知识尤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9526


吴凤娇 等 
 

 

DOI: 10.12677/ass.2022.119526 3851 社会科学前沿 
 

其是重辣方面以及运动能够预防疾病的健康教育，鼓励居民坚持体育锻炼。 
进一步加强社区居民在饮食、运动、日常作息等方面的健康教育，同时在以后的研究中找出影响高

血压的其他的健康相关因素，不断改善社区居民健康相关行为，降低高血压患病率，提高其健康水平和

生活质量。 

4.3. 其他 

文化程度不同其高血压用药方面的认知度不同，非知识型的居民信息来源少，缺少健康宣传教育。

通过此次调查走访，有超过 90%以上的居民想要了解有关高血压用药及控制方法方面的内容。近 100%
的居民都相信，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下，高血压的控制会更好。 

众所周知，控制高血压最有效的方法是采用健康教育的预防措施[2]，建议分不同年龄段由不同的人

以不同的方式对高血压病相关知识进行普及。建议广泛的宣传高血压防治知识，加强大众对于药物对高

血压的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其认知程度，使患者能够自觉遵守医嘱、形成有益于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

或减少加重高血压[3]。 
综上所述，自贡市富顺县居民对高血压及其危险因素的认知度还可有待提高，可进一步加强相关健

康知识宣传，并加大疾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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