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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护理对老年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性影响程度分析

徐静钰

梧州市工人医院 广西梧州

【摘要】目的 分析社区护理对老年高血压患者服药依从性影响程度。方法 选取 2021年 7月-2022年 6
月期间参与辖区内慢性病管理（高血压）的患者 100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0
例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进行干预，观察组采用社区综合护理进行干预，对比两组患

者干预后对服药依从性的影响和护理满意度。结果 干预前，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观察组服药依从率 96.00%高于对照组服药依从率 82.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干预后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98.00%，高于对照组 86.0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老年高血

压患者进行社区护理干预能够有效的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提升护理满意度，进而提升治疗效果，此种护

理干预模式对临床有明显的效果，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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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community care on medication adherence in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Jingyu Xu

Wuzhou Workers' Hospital, Guangxi Wuzhou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nursing on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Methods 100 pati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management of chronic diseases
(hypertension) in the area from July 2021 to June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50) and
observation group (n=50).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was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community
comprehensive nursing was us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effects of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96.00%
was 82.00% (P<0.05). Conclusion Commun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ir medication compliance,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then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This nursing intervention mode has an obvious effect on clinical practice, and 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and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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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我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特征为

以动脉压升高为主[1]，血压的持续升高，不仅对心

脏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还会造成肾衰竭、中风、

血管瘤等其他疾病的发生，造成身体器官功能障碍

或器质性病变。通过研究发现，高血压的发病原因

主要是遗传和环境两种因素[2]，但不排除其他因素

引发该病的发生。2022年我国新版《中国高血压临

床实践指南》对高血压的界值有了重新的定义，将

收缩压大于 140㎜ Hg下调至 130㎜ Hg和或舒张压

大于 90㎜ Hg 下调至 80㎜ Hg[3]，此次下调虽然增

加我国高血压患者的人数，但却在“治未病”的理念

上做了充分的表达[4]。新版指南中，对高血压的分

级也有了重新设定，按照血压水平设定为 1 级和 2
级，简化心血管病的危险层级也对医生启动降压治

疗简化决策过程[5]。在我国，高血压的发病人群主

要为老年人，且没有有效的根治手段，控制血压的

主要方法为口服药物，但若患者服药依从性差，血

压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不仅对患者的健康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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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法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我社区对老年高血压

患者进行社区综合护理，旨在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

性，帮助患者改善生活质量，进而提高护理满意度

和临床效果，现阐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21年 7 月-2022年 6月期间参与辖区内

慢性病（高血压）管理的患者 100例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0例作为本次的研

究对象，对照组男性患者 28 例，女性患者 22 例，

年龄 59-82岁，平均年龄（68.32±1.55）岁，高血压

病程 5-16 年，平均（10.27±1.35）年；观察组男性

患者 30 例，女性患者 20 例，年龄 60-84 岁，平均

年龄（69.12±1.64）岁，高血压病程 5-15 年，平均

（10.36±1.27）年，对比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高

血压病程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纳入标准

①纳入此次研究的患者均符合《中国高血压临

床实践指南》标准；②患者能够有效交流，无精神

异常；③患者无心、脑、肾等严重疾病和恶性肿瘤；

④患者及家属均同意本次研究，并签订同意书。

1.3方法

1.3.1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进行干预，方法如

下：告知患者服药的剂量、时间和服药方法、饮食

的注意事项和运动休息的调节方法以及预防措施。

1.3.2 观察组采用社区综合护理进行干预，方法

如下：进入社区时，对患者进行全面的健康宣教，

内容包括主治医生、责任护士，科室环境、注意事

项等，减少患者因环境的陌生引发的紧张感；来社

区后，根据患者的资料评估患者应采取的健康教育

方式，掌握患者干预前的血压水平和日常血压波动

情况，以对后续的治疗奠定基础。干预结束后结合

患者的年龄和学历等一般资料制定健康教育计划，

让患者熟练掌握高血压的相关知识，使患者能够认

知高血压对身体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并发症，并告知

患者若不能按时服药的危险。根据患者出现的焦虑、

抑郁等情绪进行心理指导，并按时随访，通过有效

的交流建立护患信任度，并协助患者家属进行督导，

可利用闹钟等方式提醒患者服药，从习惯上建立患

者长期服药的依从性。家中备有血压计，若患者出

现头痛头晕等症状时，能够及时测量血压。护理人

员定时为患者进行血压测量，掌握患者血压的波动

情况。饮食上不可暴饮暴食，调节自己的情绪，且

适当运动，每日盐分的摄入不可高于 6g，改变患者

不良的饮食习惯，运动方式选择有氧锻炼，建立正

确的生活习惯。

1.4疗效观察

1.4.1 患者服药依从性：依从性评估标准结合

Bittar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6]，内容包括：患者忘记

服药次数、患者不注意服药次数、自觉症状好转擅

自停药、自觉无效果擅自停药[7]。四项内容均为否

定答案为完全依从；有 2 个以下否定答案为不完全

依从；有三个以上否定答案为完全不依从。依从率

＝（完全依从例数＋不完全依从例数） /总例数

×100%。

1.4.2 护理满意度：满意度评分结合社区自制的

满意度调查表，内容包括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讲

解内容的详细程度、患者对疾病的掌握程度、患者

血压的波动情况、患者家属对患者的督导力度等十

项内容[8]，分为十分满意、基本满意、满意和不满

意，满意度＝（十分满意例数＋基本满意例数＋满

意例数）/总例数×100%。

1.5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SPSS21.0统计学软件；资料描述：

计数资料为（n%），计量资料为（χ±s）；差异检

验：计数资料为χ2，计量资料为 t；统计学意义判定

标准：P＜0.05。
2 结果

2.1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服药依从性

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依从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比两组干预后服药依从性，观察组

依从率 96.00%明显高于对照组依从率 82.00%，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服药依从性[（χ±s），（n%）]

组别 例数（n）

干预前 干预后

完全依从

（例）

不完全依

从（例）

完全不依

从（例）
依从率（%）

完全依从

（例）

不完全依

从（例）

完全不依

从（例）
依从率（%）

对照组 50 5 27 18 64.00 19 22 9 82.00

观察组 50 7 29 14 72.00 24 24 2 96.00

χ2值 0.735 5.001

P值 0.391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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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后的护理满意度

干预后，对照组护理满意度 86.00%，观察组护

理满意度 98.00%，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高血压的有效控制能够减少患者并发症的发

生，患者对药物的服用能够坚持执行，对患者疾病

的发展和临床效果均有显著影响[9]。而我国老年人，

对疾病的认知能力不足，对高血压疾病的相关知识

缺乏，服药依从性差一直是老年高血压患者普遍存

在的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

社区护理是一种多角度、信息完整、涉及医学

范围广泛的护理服务理念[10]，对社区人员能够提供

连续、经济、有效的综合护理服务。社区护理模式

的出现，旨在提升社区内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

平[11]。社区护理是临床护理工作的延续，社区护理

人员运用护理相关知识帮助个人或家庭解决健康问

题，满足社区内居民的健康要求。在现代医学健康

教育理念中，社区护理在应用，对于老年高血压患

者不仅可以展开全面的健康教育，还能够帮助患者

建立正确的健康理念，及时帮助患者掌握相关知识

和健康信息[12]。在社区护理中，护理人员可以根据

患者的年龄、学历等资料设定不同的干预模式，从

而建立完善的、科学的护理干预，进而促进患者服

药的依从性，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这一观点与刘

志华, 马玲丽等人的研究一致[13]。本文对老年高血

压患者进行社区护理干预，干预前，患者服药的依

从性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观察组服

药依从性 96.00%高于对照组服药依从性 82.00%，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与欧阳秋箭等人的研究一致[14]。

通过对比，老年高血压患者在实施社区护理模式干

预后，不仅服药依从性有所提升，对于护理满意度

同样有所提高，本文对比发现，干预后，对照组护

理满意度 86.00%，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98.00%，观察

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对老年高血压患者使用社区护理干

预模式，能够提高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提升护理满

意度，进而对患者的治疗效果有所帮助，提升患者

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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