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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护理联合认知教育对帕金森患者用药依从性及副作

用的影响评价 
陈菲 

(内蒙古包钢医院  神经内科  014010) 

摘要：目的：探究个性化护理联合认知教育对帕金森患者用药依从性及副作用的影响。方法：2021 年 3 月-2023 年 2 月，以本院收治的帕
金森患者（60 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平分 2 组，对照组：常规护理，试验组：个性化护理联合认知教育，比较护理情况。结果：试验组患
者用药依从性高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患者毒副作用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帕金森患者护理中，个性化护理联合认知
教育能够提高用药依从性，预防毒副作用发生，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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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是一种神经性疾病，好发于老年群体中，目前我国老

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帕金森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此疾病起病隐匿，
且具有进行性特点，严重威胁患者健康状况，给患者家庭带来沉重
负担[1]。目前针对帕金森病，临床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且服药种
类多且频率较高，患者服药依从性至关重要，直接影响治疗效果，
而很多患者缺乏疾病相关知识，服药依从性不佳，因此临床应配合
开展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2]。本文探究了个性化护理联合认知教育
对帕金森患者用药依从性及副作用的影响，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1 年 3 月-2023 年 2 月，以本院收治的帕金森患者（60 例）

为研究对象，随机平分 2 组。对照组男 19 例，女 11 例，年龄 55-73
岁，平均（64.13±2.95）岁，病情持续 1-9 年，平均（5.03±1.35）
年，肌强直型：9 例，震颤型：13 例，混合型：8 例；试验组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56-73 岁，平均（65.67±2.87）岁，病情持续
2-8 年，平均（4.78±1.89）年，肌强直型：10 例，震颤型：12 例，
混合型：8 例。上述资料，组间差异小，可比。 

1.2 方法 
全部患者接受药物治疗，给予患者普拉克索片联合美多芭治

疗，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临床调整； 
对照组 常规护理，护理人员向患者及家属耐心讲解用药方法，

重点说明剂量和服药时间，同时叮嘱家属监督患者用药，并密切监
测患者病情变化，遵医嘱调整用药方案； 

试验组 个性化护理联合认知教育，（1）个性化护理，护理人
员收集整理患者基本资料，创建健康档案，了解患者基本情况，同
时根据既往工作经验，分析服药依从性差的原因，根据患者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①部分患者认为用药方案复杂，产生用药疲劳，医生
应结合患者实际情况优化用药方案，护理人员向患者说明用药方案
的优势，介绍成功案例，提高患者用药信心；②年龄较大患者身心
承受能力减弱，护理人员应注意患者心理状态评估和调节，帮助患
者保持放松心态，积极配合用药指导，且定期随访；（2）认知教育，
护理人员组织一对一干预指导，结合患者认知程度和实际情况，进
行针对性教育，主要介绍遵医嘱用药的重要性，介绍药物治疗方案
的优势和预期效果，对患者错误认知方向进行纠正，并传递正确知
识；综合分析患者学历、职业、日常兴趣等，判断患者接受能力，
对于接受能力较高的患者，介绍指南、临床研究进展等信息，提高
患者治疗信心，对于接受能力较低的患者，介绍既往成功案例信心，
以图文、视频等方式介绍用药情况。 

1.3 观察指标 
（1）用药依从性评估，标准[3]：完全依从：患者全程遵医嘱用

药，剂量和时间未自行调整；部分依从：在护理人员或家人提醒下
可遵医嘱服药，但是偶有漏服情况；不依从：患者自行停药或减药；
（2）毒副作用发生率统计，包括：胃肠道反应、失眠、心跳加快。 

1.4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软件：SPSS24.0；计数资料：[n(%)] ，行 X2 检验；计

量资料：（ sx ± ），行 t 检验；统计学意义指标：P＜0.05。 
2 结果 

2.1 用药依从性 
试验组患者用药依从性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用药依从性比较[n(%)]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试验组 30 13（43.33）15（50.00） 2（6.67） 28（93.33）
对照组 30 10（33.33）12（40.00） 8（26.67） 22（73.33）

X2 -- -- -- -- 4.320 
P -- -- -- -- 0.038 

2.2 毒副作用发生率 
试验组患者毒副作用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表 2 两组患者毒副作用发生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胃肠道反

应 
失眠 心跳加快 发生率 

试验组 30 1（3.33） 0（0.00） 0（0.00） 1（3.33） 
对照组 30 3（10.00） 2（6.67） 1（3.33） 6（20.00） 

X2 -- -- -- -- 4.043 
P -- -- -- -- 0.044 

3.讨论 
帕金森病临床发病率较高，是影响老年群体的主要疾病之一，

疾病具有进行性特点，且早期病症隐匿，临床重视尽早发现、及时
治疗。目前针对帕金森病，临床治疗以药物治疗为主，且疗程较长，
用药方案较为复杂，且很多患者年龄较大，用药依从性不尽理想。
而用药依从性直接影响治疗进展和效果，因此临床重视采取有效措
施提高患者依从性，以此确保良好的治疗效果。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用药依从性和毒副作用发生率
均优于对照组，原因分析如下：个性化护理干预遵照患者个体差异，
针对患者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以此满足患者真实需求。针对帕金森
病患者，护理人员重视用药依从性影响因素分析，针对患者不同原
因开展护理服务指导，切实解决患者服药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
很多患者缺乏疾病及药物治疗相关知识，存在认知缺陷或偏差情
况，从而影响用药依从性，因此在个性化护理干预开展的过程中，
配合认知教育意义重大，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系统的疾病认知，使
其更好地理解遵医嘱用药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提高患者用药积极
性。两种护理方式联合，兼顾多种诱因，系统且全面地针对服药依
从性差问题，并予以对应处理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综上，在帕金森患者护理中，个性化护理联合认知教育能够提
高用药依从性，预防毒副作用发生，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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