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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心理护理干预对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的影响。方法：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我科室收入的高血压患者 94 例，简单

随机法分组，共 2 组，即观察组（n=47）和对照组（n=47）。两组患者均进行一致性的基础护理，观察组额外给予心理护理。结果：观察组患者的用

药依从性（93.62%），显著高于对照组（74.47%），P<0.05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护理前的 DBP、SBP，均相当，P>0.05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 DBP、SBP，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高血压患者开展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提升

其用药治疗依从性，从而改善其血压控制效果，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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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在确诊后往往需要长时间，甚至终身服药控

制血压[1]。长期服药会导致高血压患者产生倦怠情绪，加之患者的血压

会出现反复波动，出现血压控制效果不理想，严重时患者由于受到高血

压疾病的影响而出现多种并发症，导致患者丧失治疗信心，产生焦虑、

抑郁、紧张、悲观等一系列不良情绪[2]。不良情绪本身是一种消极的精

神因子，会引起血压产生波动，加之不良情绪会导致患者抵触治疗，治

疗依从性降低，从而严重影响患者的血压控制效果。因此，对于高血压

患者，在治疗的同时，需配合积极地心理护理干预，方可改善患者的疗

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我科室收入的高血压患者 94

例，简单随机法分组，共 2 组，即观察组（n=47）和对照组（n=47）。

观察组 47 例患者，男 26 例，女 21 例，年龄 56-78（60.65±6.12）岁；

包括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 9 例、高中 15 例、初中 16 例、小学及以下

7 例。对照组 47 例患者，男 24 例，女 23 例，年龄 55-77（60.38±6.27）

岁；包括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 8 例、高中 14 例、初中 17 例、小学及

以下 8 例。两组患者的组间基础资料，无明显差异 P>0.05。 

1.2 护理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一致性的基础护理，观察组额外给予心理护理，方

法：①认知干预：护理人员要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分阶段、逐步向患

者介绍相关的高血压知识，加强与患者之间的交流，使患者能够客观、

充分地了解自身疾病情况。同时通过正确的引导和积极地健康宣教，让

患者认识到自己以往对疾病所存在的错误认知和不良行为，从而进行有

效的纠正和改善，进一步规范其健康行为。②情绪疏导：护理人员在与

患者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要保持足够的耐心，细心。要积极主动地鼓励

患者倾诉，当遇到患者向自己倾诉时，不仅要耐心、仔细，同时要积极

地引导患者抒发内心的情感，帮助患者实现情感疏泄。对于情绪比较低

落的患者，要针对不良情绪出现的原因，给予合理的安慰和疏导，帮助

患者缓减精神压力。 

1.3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所得数据全部纳入 SPSS21.0 的 Excel 表中，计量数据（X

±S，血压值），t 检验；计数数据（%，用药依从性），X2 检验，检验水

平α为 0.05。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用药依从性（93.62%），显著高于对照组（74.47%），

P<0.05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比较 

组别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观察组（n=47） 30 14 3 44（93.62） 

对照组（n=47） 16 19 12 35（74.47） 

X2 值    6.284 

P 值    <0.05 

2.2 两组患者的血压控制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护理前的 DBP、SBP，均相当，P>0.05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观察组患者护理后的 DBP、SBP，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血压控制情况比较（mmHg） 

DBP SBP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n=47）88.42±4.15 80.12±3.23 150.62±8.14 130.55±5.25 

对照组（n=47）88.04±4.31 83.82±3.14 149.73±8.04 143.53±6.72 

t 值 0.213 7.228 0.332 8.417 

P 值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心理护理在高血压患者的应用中表现出了显著的优势，通过对高血

压患者开展实施有效的心理护理，帮助患者缓解各种不良心理情绪，能

够减轻其心理压力，从而促使患者的用药治疗依从性得到提升，利于患

者获得更好的血压控制效果[3]。同时心理护理干预能够避免老年高血压

患者的情绪过渡激动和过度紧张，对于降低患者的血压剧烈波动有明显

作用[4]。 

综上所述，对高血压患者开展心理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提升其用药

治疗依从性，从而改善其血压控制效果，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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