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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护理对降压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及效果影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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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降压药物治疗期间采用延续性护理对依从性和效果的影响。方法 选取本院 2022 年 10 月

至 2023 年 10 月本院收治的高血压患者平均分为两组，共计 120 例即分为（延续性护理）的研究组（n=60）和常

规护理的参照组（n=60），统计结果并比较。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依从性明显高于参照组（P＜0.05）；两组出院

期间血压指标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经护理后随访发现研究组血压指标低于参照组（P＜0.05）。结论 对
降压药物治疗的患者采用延续护理方法能够促进依从性和效果的提升，有较高的应用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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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continuing care on the compli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antihypertensive me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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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continuous care on compliance and effectiveness during 
antihypertensive drug treatment. Methods The hypertensive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22 to October 
2023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a total of 120 cases divided into the (continued care) research group 
(n=60) and the routine care group. Reference group (n=60), statistics and comparison of results. Results The compliance 
of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lood pressure indica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during discharge (P>0.05); follow-up after care found that 
the blood pressure indicator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continuous care methods for patients receiving antihypertensive medication can promote compliance and 
improvement in effectiveness, and has high application and referenc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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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血压是临床中常见的慢性心血管疾病，该病在

我国具有较高的发生率，且对人们的健康有着较大的

威胁，也给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负担。想要使高血压

患者的血压得到良好的控制，就必须对患者的生活加

以干预，除此之外还要对患者的用药进行规范化，并坚

持长期用药，使患者的心脑血管事件和器官的损害得

到减少，从而促进患者的预后改善[1]。在高血压患者长

期采用降压药物治疗期间，其依从性的高低是药物规

范治疗的重要基础。因此为了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

需要加强患者的护理干预。就延续护理而言，其是将护

理干预延续到患者出院后的护理方法，其应用使患者

能够在家庭中得到相应的照护，以此对患者的治疗效

果进行提升，改善患者的预后。为了深入分析延续性护

理的影响，选择部分患者采用对比分析的试验，统计结

果后作出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2 年 10 月-2023 年 10 月从本院选择 120 例高

血压患者分入延续性护理的研究组和常规护理的参照

组，各组 60 例患者。所有患者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有 70
例和 50 例，患者的最小年龄 41 岁，最大年龄 75 岁，

年龄平均值（51.26±4.17）岁。上述资料相比区别不明

显（P＞0.05），可进行比较。 
1.2 方法 
参照组患者确定后采用常规护理方法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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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护理人员在患者出院时进行常规出院指导，对门诊

随访进行规范。 
研究组患者确定后对其护理期间采用延续性护理

方法，即护理人员收集患者的相关资料，并建立健康档

案，患者住院期间护理人员与患者的家属进行全面地

交流，从而获取家属的信任，并登记患者的电话，患者

出院后对患者进行定期电话随访，每 3 个月至 6 个月

开展家庭随访。具体护理措施和步骤如下： 
（1）指导患者进行病情评估和血压监测。电话随

访期间或家访期间，护理人员对患者的血压监测情况

进行了解，并鼓励患者主动讲述相关症状，结合实际情

况进行患者的评估，依据患者的情况对患者的治疗目

标进行个性化地制定，在此期间要详细告知患者相关

注意事项，说明血压监测的重要性。在对患者进行随访

前，为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告知患者与该病有关的

危险因素、并发症，并说明如何防范。 
（2）用药指导得加强。护理人员要详细地告知科

学用药的重要性，使患者的认知得到提高。并告知患者

在用药期间应严格遵守医嘱，定量和定时服用药物，对

用药期间的错误情况进行及时纠正。护理人员指导患

者如何有效地掌握用药方法，告知药物使用后的不良

反应，并说明处理方法，向患者说明如果出现水肿、恶

心、晕厥、呕吐等情况应保持平躺姿势，并及时入院就

诊[2]。 
（3）指导患者饮食、运动和休息。在随访期间护

理人员应充分地了解患者的情况，指导患者养成良好

的饮食习惯，告知患者饮食期间应坚持多餐少食的原

则，所食用的食物要富含纤维、低脂和低盐，使患者的

体质量得到控制。嘱咐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禁止

吸烟饮酒，告知患者保持 6h 至 8h 的睡眠。对患者的

个体差异进行详细地分析，对其饮食计划进行适当的

调整。护理人员告知患者应保持情绪稳定性，避免情绪

波动较大。另外对患者进行科学的运动指导，此时护理

人员针对患者的年龄、身体情况和疾病情况，进行运动

方案的制定，以有氧运动为主。告知患者如何根据自身

情况和血压状况对运动方案进行调整。对于老年患者，

告知患者起床时不要着急应先躺半分钟，之后在床边

坐半分钟，然后在床边站半分钟，之后进行活动。 
（4）积极鼓励家属。护理人员告知家属如何进行

血压测量，并说明要做好相关记录。将高血压疾病的紧

急处理方法进行告知，使家属的认知得到提高，从而积

极地参与到护理中。 
（5）心理护理。对患者的心理情况进行详细地分

析，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护理方案，在护理期间对患

者的情绪进行充分地了解，以此为基础进行针对性地

疏导，给予患者一定的鼓励，使其信心得到提高。在开

展高血压健康宣教活动时，护理人员应鼓励患者参与，

进一步提高患者的信心和依从性。 
（6）嘱咐患者随身携带安全卡，卡片上要注明患

者的相关信息，以免患者遇到紧急情况采取有效的救

治措施。 
1.3 观察指标 
1.3.1 依从性分析 
患者接受护理后，采用 CPAT 积分标准进行相关

评估，其中包含：是否有时忘记服药、是否服药时偶尔

不注意、自觉症状改善时是否停药、用药后感觉症状严

重时是否停止服药等问题，根据患者的回答情况进行

评分，是=1 分、否=0 分；得分越高说明依从性越好。 
1.3.2 血压情况分析 
患者出院前对其血压指标进行测量，经过护理后 1

年对患者进行随访，进行血压指标变化的分析，统计相

关数据后进行相关对比和分析。 
1.4 统计学处理 
n（%）为研究中计数资料， （͞x±s）为研究中计量

资料，相关资料的分析和统计，使用计算机软件 SPSS 
23.0 完成，记录相关数据后，对其进行检验，计量资料

和计数资料分别使用 t 检验和 χ2检验。结果若有显著差

异，则说明有统计学意义，用（P＜0.05）表示。 
2 结果 
2.1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两组 CPAT 评分 
研究组患者接受延续护理后依从性明显高于参照

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比较两组患者出院时和随访时血压情况 
两组患者出院时期血压指标相比无明显差异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随访时研究组患者的

收缩压和舒张压均低于参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2。 
3 讨论 
在临床慢性心血管疾病中高血压较为常见，该病

也是导致慢性肾功能不全、脑血管疾病、心脏病和糖尿

病的重要危险因素[3]。据相关研究表明[4]，高血压患者

的收缩压和舒张压降低能够有效地减少患者 3 年-5 年

内的心脑血管、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率，尤其是高危

患者所获得的效益十分明显。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饮

食干预和运动干预的基础上，还需要保证患者用药的

规范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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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方法护理后比较两组 CPAT 评分（n/%） 

组别 例数 0 1 2 3 4 

研究组 60 5（8.33） 7（11.67） 9（15.0） 12（20.0） 27（45.0） 

参照组 60 9（15.0） 8（13.33） 11（18.33） 13（21.67） 19（31.67） 

χ2  7.258 0.269 0.375 0.187 13.546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2  比较两组患者出院时和随访时血压情况（x±s，mmHg） 

组别 例数 
收缩压 舒张压 

出院时 随访时 出院时 随访时 

研究组 60 135.62±7.32 136.53±7.79 80.24±10.31 79.07±10.35 

参照组 60 134.94±7.56 139.92±8.32 79.74±10.77 85.94±10.05 

t  0.076 4.521 0.187 4.369 

P 值  ＞0.05 ＜0.05 ＞0.05 ＜0.05 

 

当前我国高血压知晓率和控制率相对较低，尤其

是血压达标率仅有 27.4%，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与

患者的依从性有一定的联系。患者的个体因素和护理

干预对高血压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有着直接的影响，因

此在对患者开展护理的过程中应该采用科学的护理方

法进行干预。 
当前延续护理理念在临床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该护

理方法主要是护理服务延续到社区和家庭的一种方

式，其具有协作性、全面性、延续性和协调性特点，该

方法的应用能够有效地提高护理质量。当前人们的健

康意识越来越高，对护理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

需要临床中对护理工作的发展进行深入地探讨，充分

体现出护理的协调性和全面性。 
本研究对研究组采用延续护理措施，结果显示患

者的依从性明显高于参照组，同时患者的血压情况明

显低于参照组，存在显著差异和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在降压药物治疗期间采用延续性护理能够

有效地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对患者血液控制效果的提

高有着良好作用，值得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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