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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循证-情志护理模式对老年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病人心理

状态及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努尔比亚·再丁  杨佳瑞 

（新疆医科大学第七附属医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目的：研究并分析循证-情志护理模式的应用针对合并冠心病及高血压的患者的临床成效。方法：选取 2023 年全年内于我院诊治的

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共筛选符合标准患者 80 例。基于随机取组策略，抽选 40 例设为对照组，给予该组常规护理模式，另一组为观察

组，采取循证-情志护理，将不同护理类别下，各组之间所取得的护理效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观察组不良情绪的下降情势更为显著（P

＜0.05）；同时观察组的患者相较对照组有着更高的治疗依从性（P＜0.05）。结论：循证-情志护理模式对于治疗冠心病合并高血压在疗效、

心理健康等多方面都有更加优秀的护理效果，是临床上对于冠心病合并高血压疾病的优质护理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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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类疾病中的常见问题，它在医学

上因其引发的高致残和致死风险而受到广泛关注[1]。随着

社会老龄化，这种疾病的患病率持续上升。高血压通常

导致体循环中动脉血压增高，进而影响心脏、大脑和肾

脏等器官的结构与功能[2]。这是一种影响全身的疾病，其

特征为血压在全身循环中持续高位，未经妥善治理可能

导致中风，包括短暂性脑缺血、脑梗死和脑出血等严重

后果[3]。冠心病是一种受全身动脉硬化影响的冠状动脉疾

病，该疾病通常进展缓慢，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4]。但

随着时间的推进，冠状动脉的损伤可能会加剧，增加了

患者突然死亡的危险。两种疾病会对大脑、心脏、肾脏

等造成损害，并可能影响眼睛健康，引发眼底病变和视

力下降等问题[5]。因此，在老年群体中，应该更加关注高

血压患者的护理策略研究。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选择了

相关的病例进行分析，以研究并分析循证-情志护理模式

的应用针对合并冠心病及高血压的患者的临床成效。以

下是对研究主题的汇总和整理。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择 2023 年全年内于我院诊治的高血压合并冠心病

患者，共筛选符合标准患者 80 例。基于随机取组策略，

抽选 40 例设为对照组，给予该组常规护理模式，另一组

为观察组，采取循证-情志护理。使用常规护理的对照组

年龄取值范围 65-79(72.02±4.33)岁；采用循证-情志护

理的观察组年龄取值范围 66-80(72.32±4.58)岁；本次研

究中患者均无其他严重并发症干扰，检验和计算结果确

认，初始数据在随机分组下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P

＜0.05），这为后续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宝贵的探讨基础。 

1.2  方法 

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干预。提供标准的药物使用

指导、健康教育、安全措施、心理辅导、环境维护以及

健康建议。 

观察组：保持与对照组相同的基础护理，并运用循

证-情志护理。（1）正面护理法：医护人员需要深入了解

病人内心的情感状况，依据患者的个人偏好来激励患者

采取诸如练习太极拳、种植植物或者学习书法等活动方

式，以此分散其对疾病的专注度，更多地去关注生活其

他方面的事物，从而调整消极心态。频繁地为患者提供

心理支持和咨询，及时掌握患者的心理状况，确保患者

处于一个健康的心理状态。此外，还需要加强对情绪的

管理，避免给患者带来负面的心理刺激，并向患者传达

治疗的重要性。（2）暗示法：护理人员应引导患者倾诉

内心的烦恼，并注重与患者交流时语气的表达，采用积

极向上的措辞给予患者心理支持。（3）发泄排郁法：护

理人员鼓励家属与患者加强沟通交流，增加日常相处时

间，理解患者可能存在的焦虑、悲伤等负面情绪和心理

压力，并关心体贴患者，以培养患者的安全感和依赖感，

促使其产生乐观稳定的良好心态。此外，家属应加强与

患者之间的交流，并鼓励患者及时表达内心想法，及时

释放消极情绪如抑郁等，从而摆脱烦闷、舒缓情绪。 

1.3  观察指标及评判标准 

（1）情绪波动评分变化分析：所有患者都接受了焦

虑（SAS）量表和抑郁（SDS）量表的分数评估。如果 SAS

量表的得分超过了 50 分，这就意味着患者存在强烈的焦

虑情感，而当分数更高时，意味着患者的焦虑状态异常

严重；如果测量的 SDS 分数较高并超出 53 分阈值，这意

味着患者现阶段的抑郁情绪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分数更

高意味着患者抑郁状况更为严重。 

（2）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评分：对干预前及

干预后每 3 个月记录一次共记录两次的治疗依从性评分

进行对比（评分越低，代表相关的治疗依从性越差），观

察不同护理情况下带来的影响。治疗依从性通过用药依

从性、日常生活依从性、自我护理依从性角度进行综合

评分，单项评分根据患者依从性给予 0、1、2 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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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所有数据的统计和计算将采用 SPSS26.0 方

法，同时通过（n，%）及χ2 检验来明确计数资料的计算

结果。患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治疗依从性情况等相关计

量指标通过（ ）表示，组间行 t 检验。若 P＜0.05

则数据间差异的意义存在，结果有价值。 

2  结果 

2.1  不同护理模式下患者情绪波动评分变化分析 

两组在接受护理干预之前都显示出了较为明显的不

良情绪（P>0.05）；后续采取的护理结果表明，观察组中

不佳的情绪降低的情况更为突出（P<0.05）。见表 1。 

表 1 不 同 护 理 模 式 下 患 者 情 绪 波 动 评 分 变 化

（ sx ± ，分） 

SAS SDS 
组别 

例

数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40 56.81±4.82 23.24±4.15 60.23±3.04 22.18±4.95 

对照组 40 56.72±4.68 38.17±4.79 59.98±3.20 40.39±5.59 

t - 0.085 14.899 0.358 15.425 

P - 0.933 ＜0.001 0.721 ＜0.001 

2.2  不同护理方法下前后治疗依从性指标情况比较 

通过记录并计算发现，两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评分

进行护理前差异较小（P＞0.05），经护理后不同时间段

观察组的治疗依从性评分都有更加显著的改善（P＜

0.05），患者的自护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见表 2。 

表 2  不同护理方法下前后治疗依从性指标情况比

较（ sx ± ，分） 

组别 n 护理前 护理后 3 个月 护理后 6 个月 

观察组 40 2.48±0.81 4.72±0.86 5.37±0.36 

对照组 40 2.47±0.89 4.14±0.95 4.61±0.61 

t - 0.053 2.863 6.786 

P - 0.958 0.005 ＜0.001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人们的饮食习惯也

相应调整，导致高血压发病率逐渐上升。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开始受到影响[6]。目前老年群体仍然是主要受害者，

并且该疾病可能对多个器官和组织产生影响，进而大幅

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率[7]。随着疾病恶化，血压对血管

施加巨大机械压力可能导致持续损伤血管内皮功能，从

而加重动脉粥样硬化严重性、引起心肌缺氧和缺血，对

患者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8]。患有高血压并

伴随冠心病的患者通常会面临许多负面情感，这些情绪

压力是造成血压波动的关键原因之一，长时间陷入情绪

的恐慌之中可能会加剧疾病相关症状[9]。患者的内心感受

与其健康状况有深远的关系，然而，传统的护理方式并

未充分关注如何引导患者的注意力，并忽略了情感照护

的重要性[10]。而循证情志护理策略强调引导患者分散注

意力，让患者维持平静心境，并在家人关爱下感受到温

馨的护理环境[11]。此外，这种方法还增进了医生和患者

之间的互动。医护人员通过加强精神、食物和生活习惯

管理等方式深入了解患者的心理情况，并辅助患者调整

负面情绪[12]。 

在此次研究中，观察组不良情绪的下降情势更为显

著（P＜0.05）；同时观察组的患者相较对照组有着更高

的治疗依从性（P＜0.05）。综上所述，循证-情志护理模

式在治疗冠心病伴随高血压的情况下，无论是在治疗效

果还是在心理健康方面，都展现出了卓越的护理成果，

因此该护理模式是临床上针对冠心病伴随高血压疾病的

优秀护理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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