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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高血压护理干预对其用药管理效果的影响
汪珍菊

钟祥市双河镇卫生院 湖北 钟祥 431913

【摘要】目的 : 探究老年高血压病患护理干预中对其用药管理效果的影响。方法 : 针对院内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开展
治疗的老年高血压病患 60 例，随机划分为参照组与研究组，每组各 30 例。参照组未开展用药管理，研究组则提高用药管理，
比较两组老年高血压病患护理前后血压水准、用药顺从性、用药知识了解程度以及护理满意成果。结果 : 护理前，两组高血压病
患的血压水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高血压病患的血压水平均有所减少，并且研究组病患减少水准
优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 用药管理运用至老年高血压病患的护理干预工作中，有利于提高病患的用药
效果，把控病患血压水准，同时提升病患用药顺从性，遵从医嘱治疗，对病患治疗有着不小的价值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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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病症，病患一般体现为持续性
血压递增。高血压本来对人体并无显著的临床体现，可是随着
血压水准持续递增，会对病患的心脑血管造成损害，这同时是心
脑血管病症形成的高危原因之一 [1]。现阶段，临床上治疗这一
病症的方法主要是依据病患血压值以及危险因素评测诊断后，
设计针对性治疗计划，所以不同的高血压病患管理目的不同，必
须对其进行规范、有效、合理的护理干预措施，尽可能把控病患
血压。可是，因为诸多高血压病患隶属于老年群体，其自身健康
知识认知程度不足，并且长时间不科学的自我管控方法会严重
影响病患治疗效果，甚至致使心理负担递增 [2]。此次研究通过
对老年高血压病患加强用药管理开展探究，借此掌握用药管控
在老年高血压病患中的运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针对院内 2018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开展治疗的老年高

血压病患 60例，随机划分为参照组与研究组，每组各 30例。全
部病患均参与相同的护理干预模式，研究组添加用药管控，参照
组未开展相关策略。全部病患均掌握并认可参考研究。 参照
组男性16例，女性14例，年纪61~82岁，平均年纪（65.3±3.5）
岁，研究组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年纪 60~84 岁，平均年纪
（65.5±3.4）岁。两组病患性别、年纪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备可比性。
1.2 方法 
参照组高血压病患给予常规护理：护理工作人员必须明确

的告知用药时间、用药方法、用药剂量，并且提醒病患用药注意
事项等内容。
研究组高血压病患就需要给予用药管理：详细方法为：（1）

健康宣教：护理工作人员关于每位病患本身文化水平给予不同
的健康教育，针对文化水平相对弱的变化必须采用口头教育的
方法，不断地向高血压变换宣传用药知识，并且使病患掌握用药
管理的必要性。针对文化水平相对高的高血压病患就需要采用
本院自制画报与健康手册，定期组织高血压健康知识讲座，组织
所有病患入院学习。（2）多方护理配合：护理工作人员必须和
病患家属获得联系，借助亲属的力量开展用药监管，告知病患及
其亲属按时按量食入药品的重要性，保证病患血压水平得到有
效的把控。
1.3 观察指标 
观测比对两组高血压病患护理前后血压水准、用药顺从性、

用药知识掌握程度、护理满意程度。用药顺从性、用药知识掌握
程度、护理满意程度度均通过院内自制调查表进行调查，满分
100 分，分数与病患用药知识掌握程度、护理满意程度、顺从性
呈正比。 
1.4 统计学处理 
全部信息均开展审核与记载，通过 SPSS 22.0 软件剖析信

息。计量资料通过 t 检验；计数资料通过χ2 检验。P<0.05 表

示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病患护理前后血压水准比较
两组病患护理前血压水平无较大差异。护理后，研究

组病患血压水准明显优于参照组冰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病患护理前后血压水准比较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舒张压 收缩压 舒张压 收缩压

研究组 30 111.30±8.23 151.49±10.30 90.34±5.32 115.52±6.95
参照组 30 112.01±8.20 151.25±10.29 98.96±5.85 120.36±6.31
t - 0.335 0.090 5.971 3.261
P - 0.739 0.928 0.000 0.000 

2.2 两组病患护理后用药顺从性、用药知识掌握程度、护
理满意程度比较
研究组病患护理后用药顺从性、用药知识掌握程度、护理满

意程度均明显高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病患护理后用药顺从性、 
用药知识掌握程度、护理满意程度比较

组别 例数 用药顺从性 用药知识掌握程度 护理满意程度
参照组 30 84.96±3.24 83.42±3.13 86.22±2.40
研究组 30 92.14±3.25 93.51±3.54 94.27±3.20
t - 8.569 11.696 11.023
P -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大多数老年高血压病患都出现了记忆力衰弱，用药行为较

差的问题。这是因为许多老年人高血压病患，由于文化水平相
对低，对高血压的知识并不知道。同时，关于高血压使用的药物
情况也不知道，部分老年高血压病患以为血压降低就可以不进
行服用药物，进而造成治疗效果大大降低。在这次探究当中，研
究组老年高血压病患展开用药管控之后，病患血压水平减少程
度高于参照组、用药顺从性、用药知识掌握水平、护理满意程度
均明显强于参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
依上，用药管控件老年高血压病患护理干预后具备较强的

影响作用，对提升病患的遗嘱行为有所帮助，主动提高病患用药
服从性，显著的改善了病患的用药知道程度，同时也提升病患的
护理满意度，对病患治疗具备积极主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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