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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对改善患者负面情绪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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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对改善患者负面情绪的影响。方法：在 2018 年 8 月到 2020 年 8 月
期间本院接诊的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中抽取 100 例纳入观察对象，通过随机数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实验组（n=50）和对照组
（n=50），对照组施行常规护理，实验组加强心理护理干预，对比患者的护理效果，结果：实验组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实施心
理护理后，和对照组相比，患者的负面情绪明显改善，且治疗有效率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实施心理
护理能有效提高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的生命质量,改善其不良情绪，促进疾病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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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我国临床常见的内科疾病，且伴随着社会的不
断发展，人们生活、饮食习惯的变化，该病的发病率呈现出
逐年上升的趋势，并有一定低龄化表现。高血压主要是由于
患者血压长期居高不下甚至升高导致，但其根本发病因素十
分复杂，虽临床尚无确切定论，都值得肯定的是，高血压的
发病和生活习惯、遗传因素等均有密切关联。高血压病人的
心脏长期处于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久而久之会引起心脏结构
的变化，降低患者的心脏功能[1]，引发一系列心血管疾病，
有极高的猝死风险。受到疾病的影响，部分患者会出现不同
程度的负面情绪，影响了疾病的预后。因此，高血压患者除
了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维持血压处于正常水平
之外，还要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工作，本次研究分析了社区
老年高血压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对改善患者负面情绪的影响，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年 8月到 2020年 8月期间本院接诊的共计 100
例社区老年高血压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通过随机数表法将所
有患者分为实验组（n=50）和对照组（n=50），其中对照组男
性 29例、女性 21例，年龄在 60-7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8.32

±1.25）岁，病程 1-14 年，平均病程为（4.65±0.45）年。
实验组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年龄在 61-79 岁之间，平均
年龄为（68.58±1.29）岁，病程 2-15 年，平均病程为（4.75
±0.51）年。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均符合《内科学》中对
于原发性高血压相关诊断标准；②病程≥1 年；③本次研究
经过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①恶性及重度高血压者；
②伴有免疫系统、血液系统疾病患者。本次研究的样本患者
之间的基线资料对比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为患者及其家属实施简单宣教，

说明注意事项，教授其正确测量血压的方式，做好血压监测，
遵医嘱为其实施生活护理、饮食护理、用药护理等常规护理。
实验组加强心理护理，如下： 

①健康宣教：高血压患者需要长期坚持服药控制血压，
因此需要做好患者及其家属的健康宣教，让其通过学习高血
压疾病的相关理论知识，明确高血压的危害性，使用传统媒
体和多媒体进行宣教，让患者充分了解到配合治疗的重要性
和不配合的严重风险。 

②心理护理：中医认为高血压属于肝气郁结、肝阳上亢
引起的血压升高，西医认为情绪激动、紧张、压力大等因素
可能会导致血压异常，所以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十分重要。
因为高血压患者可能会因为担心自己的病情，导致增加自己
的心理负担，从而产生抑郁、焦虑等一系列的不良情绪，针
对这一现象，医护人员平时要加强与患者的沟通，了解他们
的疑问与烦恼，及时为患者解决问题和烦恼，还可以给患者
观看视频、电影，帮助患者减轻焦虑，掌握患者心理状态, 对
其产生的不良情绪以转移、暗示、解释等心理学方法实施疏
导, 缓解其不良情绪, 使其以积极心态配合治疗。 

1.3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通过对比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心理状况和整体

治疗有效率得出结果。 

心理状况：通过焦虑、抑郁评分即是焦虑自评量表（SAS）
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得分进行分析，得分越高代表焦虑情
绪越严重。 

整体治疗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统计所得所有相关数据均利用 SPSS20.0 软件来

计算，数据均采用卡方检验或者 t 检验进行处理计算。当 P
＜0.05 的时候表示比较差异较大，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心理状况对比 

表 1 可见，实验组患者心理状况明显改善，焦虑、抑郁
评分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的心理状况对比 

组别 时间 SAS（分） SDS（分） 

对照组 护理前 （75.42±2.15） （79.01±3.09） 

对照组 护理后 （53.54±2.21） （54.97±1.98） 

实验组 护理前 （75.44±2.17） （79.07±3.07） 

实验组 护理后 （40.29±2.03） （39.63±2.57） 

t 护理后 31.222 33.434 

p 护理后 0.000 0.000 

2.2 两组患者的整体治疗有效率对比 
表 2 可见，实验组患高血压的整体治疗有效率明显更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两组患者的整体治疗有效率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有效率（%） 
对照组 50 28 12 10 80% 
实验组 50 32 15 3 94% 

X2 － － － － 4.332 
p － － － － 0.037 

3 讨论 

高血压作为临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是老年人群中常见
的慢性疾病，一旦发病往往伴随患者终身，对于人们的生活
质量有着巨大的影响。而我国由于老龄化社会的来临，高血
压的患病率会在我国人口中逐步升高，原发性高血压更是占
据高血压人群的 90%以上[2]。高血压疾病如果不进行积级的
治疗，会导致患者心脏和血管功能与结构的改变，导致患者
病残或是死亡。控制高血压病患者的血压水平，优化患者的
心理状态能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本次研究结果显
示：实验组患者实施心理护理后，和对照组相比，患者的负
面情绪明显改善，且治疗有效率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综上，临床实施心理护理能有效提高社区老年高血压患
者的疗效,改善其不良情绪，值得进一步推广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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