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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对于卫生院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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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针对当前心理护理干预用于卫生院高血压患者的效果开展深入分析，判断心理护理干预临床意义与价值。方法：结合纳排标

准后，研究人员选择 2018 年 10 月到 2020 年 10 月我院诊断并且治疗护理的 110 例卫生院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每一位患者按照入院

时间进行排序，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研究组（n=55 例）给予心理护理干预；参照组（n=55 例）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结果：参照组的服

药依从性低于研究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卫生院高血压患者行心理护理干预可以提高患者服药依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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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需长时间服药，药物干预治疗对于患者病情控制有

着积极影响[1]。部分患者在长时间服药下，往往会产生懈怠等情绪，

导致其不能按时按量用药。心理护理干预针对卫生院高血压患者，

可以提高患者对于医护人员的信任度，改善患者对于药物治疗的重

视程度，提高服药依从度[2]。现列举 110 例卫生院高血压患者进行

分组讨论。具体报告如下： 

1.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处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结合纳排标准后，研究人员选择 2018 年 10 月到 2020 年 10 月我院

诊断并且治疗的 110 例卫生院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每一位患

者按照入院时间进行排序，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 

参照组患者：男性 33 例，女性 22 例；年龄为 46-79 岁，平均

年龄（65.23±3.69）岁。研究组患者：男性 31 例，女性 24 例；年

龄为 46-79 岁，平均年龄（65.37±3.58）岁。研究组与参照组患者

之间一般资料，组间无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1）患者均符合卫生院高血压的诊断标准要求；（2）

患者无研究治疗药物过敏情况；（3）卫生院高血压患者病例资料齐

全。排除标准：（1）卫生院高血压患者存在精神系统疾病；（2）卫

生院高血压患者年龄者 80 岁以上；（3）存在各种原因中途退出研

究的卫生院高血压患者。 

1.2 方法 

1.2.1 常规护理干预 

参照组行常规护理干预。 

1.2.2 心理护理干预 

研究组行心理护理干预。做诊疗检查和护理操作前，护士向患

者作好说明解释工作，取得患者的信任，提高患者的适应程度，有

利于做好诊疗护理工作。对盲目自信、产生自持心理的患者，应加

强健康教育，提高患者对疾病的正确认识，发挥患者对诊治和护理

的主观积极性。对产生依赖心理的患者，在给予必要的合理照顾的

同时，要密切观察患者；配合暗示疗法，鼓励患者自我锻炼，消除

疑虑，提高自理能力的信心。对有沮丧、绝望心理的患者，应多关

怀、体贴、鼓励，争取患者家属和朋友的积极支持，鼓励和帮助患

者共度难关。对多因素造成，心身疾病的患者，要加强心理卫生指

导，寻找合理疏泄的途径，摆脱心理障碍，保持生理心理平衡。作

为护士要理解、同情患者，注意观察患者的情绪和行为的变化，耐

心听取患者的诉说，仔细研究患者的心理需要。根据患者的需要；

采取相应的心理护理。叮嘱患者高血压用药干预疾病的积极价值与

意义，尽可能调整其当前对于药物治疗的正确认知。 

1.3 指标判定 

根据患者依从度，可以将其划分为依从显效、依从有效以及依

从无效。患者有效依从度=（依从显效+依从有效）/总护理人数

x100%。 

1.4 统计学方法 

X2 检验用 n（%）代表的计数资料，统计学软件为 SPSS16.0。

若两组数据的组间差异结果为 P<0.05，证明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结果 

2.1 对比两组卫生院高血压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情况 

分析得到，研究组患者服药依从性情况高于参照组，组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情况如下：参照组依从显效有 16

（29.09%）例，依从有效为 20（36.36%）例，依从无效为 19（34.55%）

例，共总有效依从率为 36（65.45%）例；研究组依从显效有 36

（65.45%）例，依从有效为 14（25.45%）例，依从无效为 5（9.09%）

例，共总有效依从率为 50（90.91%）例，经过统计学分析得到结

果为：（X2=14.589，P=0.000；X2=1.533，P=0.216；X2=10.446，P=0.000；

X2=10.446，P=0.000），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高血压患者由于季节变化，夏季血管扩散，血压较低；冬季血

管收缩，血压较高，所以具体用药需结合多方面因素具体分析，遵

循科学的用药原则，从小剂量开始服用，尽可能减少用药种类，严

格按照专科医生的指导使用降压药物[3]。但是部分患者并不能规范

性合理用药，医护人员针对此情况，需要重视患者的心理护理，纠

正患者的不良用药行为，端正其用药的合理认知[4]。杨小月[5]探讨心

理护理联合健康教育对老年高血压患者降压效果及服药依从性、自

我护理效能的影响，为临床老年高血压患者护理提供可靠依据，论

证了心理护理联合健康教育有助于老年患者提高服药依从性及自

我护理效能,促进血压稳定。  

对比两组卫生院高血压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情况，研究组患者的

服药依从性明显高于参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心理护理干预在临床上可以为卫生院高血压患者争

取到最佳的护理依从效果，保证患者对医护人员产生信赖感，进一

步提高其用药规范性，充分发挥了药物治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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