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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药提醒 APP 在冠心病服药依从性改善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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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服药提醒 APP 在冠心病服药依从性改善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院从 2022 年 2 月 -2023 年 2 月

74 例冠心病患者，对照组：37 例，常规指导；观察组：37 例，实施服药提醒 APP。全面分析效果。结果：观察组认知能

力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服药依从性高于对照组；观察组自我护理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观察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P＜ 0.05）。结论：服药提醒 APP 可提高患者认知，使之保持较高服用依从性，提高自我护理能力，预防心血管事件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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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发病率逐年呈递增趋势。

相关数据表示 [1]，我国约有 1000 万冠心病患者，且发病年

龄日趋年轻化。冠心病患者的治疗主要依赖于药物治疗，

而服药依从性对于治疗效果至关重要。然而，研究表明 [2]，

冠心病患者服药依从性普遍较低。这表示许多患者在治疗过

程中可能存在并未按医嘱和处方坚持服药，从而导致病情反

复发作，降低了治疗效果。传统的服药方式，如纸质药历、

家属提醒等，存在诸多不便 [3]。如患者忘记查看药历，或

家属无法时刻陪伴等原因，都可能导致患者错过服药时间。

为此，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移动医疗 APP，来提高患

者的服药依从性已成为热点问题。本研究旨在探讨服药提醒

APP 在改善冠心病患者服药依从性中的应用效果。通过分析

药物提醒 APP 的使用对冠心病患者自我认知能力、服药依从

性、自我管理能力、心血管事件等方面的影响，评价服药提

醒 APP 在冠心病治疗中的实用性和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2 年 2 月 -2023 年 2 月，在本院选取 74 例冠心病患

者作为研究数据，并以 1:1 原则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对照组，37 例，男 20 例，女 17 例；年龄 51-73 岁，中位

值（61.92±3.62）岁；医保 19 例，自费 18 例；小学 6 例 

，中学 10 例，高中 /中专 13 例，专科及以上 8例；住院时

间9-31d，中位值（20.08±1.48）d。观察组，37例，男19例，

女 18 例；年龄 50-73 岁，中位值（61.58±3.83）岁；医保

18例，自费19例；小学7例，中学10例，高中/中专14例，

专科及以上 6例；住院时间 9-32d，中位值（20.49±1.52）

d。纳入标准：符合《稳定性冠心病诊断与治疗指南》[4] 中

冠心病的诊疗标准；具有良好的认知能力；拥有智能手机，

并可独自操作；对本研究目的知晓，愿意参与。排除标准：

有精神类疾病史；治疗依从性差；有血液障碍疾病；有甲肝、

乙肝、丙肝、艾滋等疾病；近半年来参与过类似研究。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P＞ 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检查、用药干预、饮食调整、生

活方式干预等。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应用用药提醒APP，如下：

1.2.1 成立研究专项小组：在 1名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

的带领下，组成研究专项小组。小组内成员包括组长：1名

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副组长：1名主管护师，组员：1名护

士长、4名护士，小组成员均为硕士学历。由组长安排，副

组长展开培训，对小组成员的冠心病药物治疗相关知识、药

物提醒 APP的下载及使用注意事项、对患者的线上线下随访

咨询等技能进一步加强。

1.2.2 建立病患档案：为患者建立档案，档案中不仅需

要记录患者姓名、性别、年龄、服药类别、出院日期等，还

需要记录患者下载用药提醒 APP 日期、随访记录等。针对患

者的具体情况，展开健康教育。通过健康教育，提升患者服

药依从性。

1.2.3 药物提醒 APP 使用指导：在患者出院前，指导患

者下载用药提醒 APP，且由护理人员将患者具体用药输入至

软件中，并为患者设置好每日服药频次，打开提醒，以保证

患者可以在用药提醒 APP 的提醒下每日准时用药。 

1.3 观察指标

1.3.1 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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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简易智力状态检查（Mini-mental State Examina 

tion,MMSE）评估患者的认知能力，量表总分 27-30 分。

27 ≤分值≤ 30；认知较好；26 ≤分值≤ 20，认知一般 ；

0≤分值≤ 9，认知较差。

1.3.2 服用依从性

选用 8 项 Morisky 服药依从性量表 (8-item Morisky 

medicationadherence scale,MMAS-8) 评估患者服药依从

性，总分 8 分。8 分为高依从性；6 ≤分值＜ 8 为中等服药

依从性；0≤分值＜ 6为低依从性。

1.3.3 自我护理能力

选用自我护理能力量表 ESCA 评估患者自我护理能力，

量表43条目（0-3分）总分129分，分值高自我护理能力好。

1.3.4 心血管事件

据临床统计，常见心血管事件包括心绞痛、心律失常、

心肌梗死、血栓形成等。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心绞痛 + 心

律失常 +心肌梗死 +血栓形成）n/37*100%。

1.4 统计学方法

选用统计学软件为 SPSS 26.0，进行 t值检验与卡方检

验，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认知能力

表 1显示，入院时：两组患者认知能力比较 P＞ 0.05；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认知能力好，P＜ 0.05。

表 1：MMSE 比较

组别 /例数（n） 入院时 干预后

对照组 /37 11.24±1.12 21.54±1.67

观察组 /37 11.31±1.18 27.14±1.28

t 0.262 16.189

P 0.794 ＜ 0.001

2.2 服用依从性

表2显示，入院时：两组患者服药依从性比较P＞0.05；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服药依从性高，P＜ 0.05。

表 2：MMAS-8 比较

组别 /例数（n） 入院时 干预后

对照组 /37 3.39±0.45 6.54±0.37

观察组 /37 3.31±0.48 7.86±0.11

t 0.740 20.801

P 0.462 ＜ 0.001

2.3 自我护理能力

表 3 显示，入院时：两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比较 P ＞

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自我护理能力好，P＜ 0.05。

表 3：ESCA 比较

组别 /例数（n） 入院时 干预后

对照组 /37 51.49±2.38 80.54±2.34

观察组 /37 51.31±2.48 113.86±2.11

t 0.319 64.325

P 0.751 ＜ 0.001

2.4 心血管事件

表4显示，观察组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低，P＜0.05。

心绞痛 +心律失常 +心肌梗死 +血栓形成。

3 讨论

冠心病是临床常见疾病之一，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狭

窄或阻塞导致心脏供血不足。近年来，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冠心病的发病率在我国呈上升趋势，

且逐渐年轻化，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严重威胁。一旦患有冠

心病，患者生命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有研究表明 [5]，冠

心病可能与患者自身原因（涵盖：年龄、性别、肥胖、高血

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与生活习惯（涵盖：吸烟、饮酒等）

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目前医疗来看，冠心病尚无完全治

愈手段。患有冠心病后，则需要长期服药维持治疗。但通常

情况下，患者若长期服药可能导致服药依从性越来越差 [6]。

服药依从性，表示患者需要遵从医嘱与处方规范用药，若

患者完全按照医嘱与处方用药则表示用药依从性好，反之，

则表示用药依从性差。有研究显示 [7]，在冠心病患者中，

表 4：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组别 /例数（n） 心绞痛 心律失常 心肌梗死 血栓形成 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对照组 /37 3 1 1 2 18.92（7/37）

观察组 /37 0 1 0 0 2.70（1/37）

χ2 - - - - 5.045

P - - - -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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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患者服药依从性较差，可能导致患者病情恶化，即出现心

绞痛、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事件，严重时甚至危及患者生命。

本临床试验中显示，在药物提醒 APP 引导下的冠心病

患者认知能力好、服药依从性高，自我管理能力强，心血管

事件发生率低。说明，药物提醒 APP 在冠心病患者治疗中的

积极作用已被本临床试验所证实。在药物提醒APP的引导下，

冠心病患者的认知能力得到提高。药物提醒 APP 可以为患者

提供实时、精准的健康信息，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疾病状况、

治疗方案以及药物使用方法。通过提高患者的认知水平，药

物提醒 APP 有助于患者树立正确的疾病观念，从而积极面对

疾病，提高治疗效果。同时，服药依从性是影响冠心病患者

病情控制的重要因素。药物提醒 APP 通过定时提醒、剂量管

理等功能，有效提高了患者的服药依从性。有研究发现 [8]，

使用药物提醒 APP 的患者能够更加规律地服药，避免了因遗

忘或误服导致的药物剂量不稳定等问题，从而可降低病情恶

化的风险。再者，药物提醒 APP 还帮助冠心病患者提高自我

管理能力。在 APP 的指导下，患者可以更加系统地监测自己

的健康状况，如心率、血压、血脂等指标，并及时采取相应

的干预措施。这有助于患者及时发现并预防心血管事件的发

生，降低心血管病的死亡率。最后，本临床试验表明，在药

物提醒 APP 的干预下，冠心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显著

降低。这是因为 APP 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自我

管理能力，从而控制疾病进展，降低心血管病的发病风险。

随着我国心血管病患者的不断增多，药物提醒 APP 的应用将

为临床治疗提供有力支持，为患者带来更多的福祉。然而，

关于药物提醒 APP 的广泛应用，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以优化 APP 功能，提高其在临床治疗中的实用性。

综上所述，在冠心病患者中应用用药提醒 APP，效果显

著。服药提醒 APP 可提高患者认知，使之保持较高服用依从

性，提高自我护理能力，预防心血管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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