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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护理 

自我护理管理对高血压性心脏病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分析 
姜美傲 

（山东英才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目的：研究自我护理管理对高血压性心脏病治疗依从性的影响。方法：从本院心脏内科 2019 年 6 月-2020 年 9 月选择患者 96 例，

并对其进行分组，把患者分成参考组和对照组每组为 48 例。其中参考组采用自我护理管理方式，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式。结果：参考组患

者的治疗依从性比关照组更高，（P<0.05）；参考组患者的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自我护理管理可以提高高血压性心脏病的生

活质量与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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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血压性心脏病这种疾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患者一直处于高血

压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导致了心脏的负担加大。

多数高血压心脏病患者都是过于肥胖，或者是长期喝酒、晚睡、喜欢

吃动物内脏等。高血压心脏病如果的得不到好的治疗很容易出现并发

症，比如说心力衰竭，而心力衰竭的死亡率比较高。因此，在高血压

心脏病护理当中需要选择合理的护理方式，自我护理管理在高血压性

心脏病治疗当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基于此，本院特选取了 96 例患者

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做出如下报告[1]。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本院心脏内科 2019 年 6 月-2020 年 9 月选择患者 96 例。所有

患者的病情均属于高血压性心脏病的诊断标准，自愿接受研究。在研

究过程当中把患者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为 48 例，其中参考组运

用自我护理管理方式，对照组运用常规护理方式。两组患者的病情和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在护理当中对照组使用常规护理方法，其中包含饮食方便、生活

方面、心理方便等。参考组的综合护理法具体护理如下：首先，护理

人员可以制定调查表对患者的认知能力、躯体功能等方面进行调查，

以此来了解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并制定合理的护理方案。部分高血

压性心脏病患者已经丧失了自能力能，生活质量比较差，对于这种患

者护理人员首先需要为他们创建一个舒适的病房。并且还需要定时为

他们进行按摩和翻身，使得他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质量。对于一些患

有心力衰竭的患者，护理人员需要让他们卧床静养[2]。最后，护理人

员需要耐心和家属、患者进行沟通，帮助患者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避

免血压升高。因为，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比较差，很

多患者因为丧失自理能力心情焦虑，如果心情过于焦虑血压就会再次

上升，因此护理人员需要帮助患者提高生活质量，帮助患者控制好自

己的血压。在护理当中，护理人员还需要采用健康宣传方式加强患者

对高血压等疾病的了解，掌握更多自我护理管理知识。 

1.3 观察指标 

在使用常规护理和自我护理管理方法对对照组和参考组的患者

进行护理之后，需要对患者的治疗依从度和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观

察。治疗依从性主要分为三个指标：完全依从、一般依从、不依从。

依从率计算方法：依从率=（完全依从+一般依从）/48×100%。 生

活质量评估:  选用生活质量评估量表(EOＲTC QLQ－C30) 评估患者

生活质量，主要是对患者的认知、情绪进行评估，分数越高说明生活

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在本次的研究分析中，对数据进行分析时，使用的软件是

SPSS20.0，采用 X2 对计数的资料进行检验，用 t 对计量进行检验，

数据之间的差异使用 P 值来分析。 

2.结果 

2.1 两组高血压性心脏病患者依从性比较 

表 1 两组高血压性心脏病患者治疗依从性 

护 理 满 意 情 况 
组 别 

数 量 

（例） 完全依从 一般依从 不依从 
依从度 

参考组 48 36 6 6 87.50% 

对照组 48 25 12 11 77.08% 

P  <0.05 

参 考 组 患 者 通 过 护 理 之 后 的 治 疗 依 从 性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P<0.05）。 

2.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 

表 2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比 

认知功能 情绪功能 
组别 数量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参考组 48 30.42±3.12 65.11±6.33 34.23±1.55 76.25±3.23 

对照组 48 36.25±3.69 53.14±1.23 42.23±5.33 65.24±5.98 

P <0.05 

根据上图所示，参考组的患者通过护理之后的认知功能和情绪功

能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3.讨论 

高血压性心脏病的老龄化比较严重，这种疾病和普通的心脏病有

一定的差距，这种疾病是患者的高血压症状一直没有得到控制所引

起。由此可见，科学的控制患者血压可以有效的控制患者的病情发展。

患者有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还需要保持自己的心情，不能大喜大悲也

不能过于焦虑，所以在护理当中护理人员需要引导患者保持自己的心

情。根据上面数据分析显示，自我护理方案适用于更多的高血压性心

脏病患者，可以帮助患者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综上所述，自我护理

模式指的在临床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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