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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高血压患者药学服务干预对疗效及用药依从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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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旨在探讨药学服务干预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疗效及用药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期间收治的 200 例患者，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 100 例。

对照组接受常规干预，而实验组则接受药学服务干预。研究分析了两组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用药依

从性以及血压控制情况。结果 经过不同干预后，实验组患者在健康知识掌握程度上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分析用药依从性，实验组患者表现出更高的依从性，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5）。
在血压水平评估中，实验组患者血压控制更为稳定，差异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老年高血压患

者实施药学服务干预，能够有效提升患者的用药依从性，改善健康生活品质，并稳定血压水平，因此值得在临床

实践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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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harmaceutical care intervention on therapeutic effect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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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harmaceutical service intervention on the efficacy 
and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Methods 200 patients admitted from July 1, 2023 to June 
30, 2024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the digital table method, 
with 10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intervention,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pharmaceutical service intervention. The study analyzed the mastery of disease-related knowledge,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blood pressure control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After different interventions,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at mastering health knowledg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Further analysis of medication compliance showed that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higher compliance,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In the evaluation of blood 
pressure levels, the blood pressure control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more stable, and the difference was 
als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Pharmaceutical service intervent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patients' medication compliance, improve healthy quality of life, and stabilize blood 
pressure levels, so it is worthy of promo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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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

慢性疾病患者数量持续上升。高血压作为一类普遍存

在的慢性疾病，患者在确诊后往往需要长期服用降压

药物以维持血压稳定。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来说，合理

使用降压药物、纠正不良生活习惯是促进血压下降的

关键。然而，老年患者往往对药物使用意识不足，健康

意识薄弱，对疾病的认知存在缺陷，难以有效改善不健

康的饮食习惯。 
因此，如何确保老年患者合理用药，以更有效地稳

定血压并提高用药的依从性，控制病情发展，成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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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老年高血压患者提供有效的药

学服务干预，增强其用药依从性，提升治疗效果，对于

促进患者康复具有重要意义。，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研究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数量为 200 例，

时间为 2023 年 7 月份至 2024 年 6 月份。数字表法分

成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 100 例患者，对照组，年龄范

围 65-88 岁，平均年龄为 73.93±1.58 岁，男性 49 例，

女性 51 例，实验组，年龄范围 65-90 岁，平均年龄 73.5
±1.49 岁，男性 46 例，女性 54 例，分析所有患者的

基础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 
纳入条件：患者存在一种及以上慢性疾病；语言沟

通和精神认知无障碍；患者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 
排除条件：合并感官障碍；无法正常沟通的患者；

严重精神疾病； 
1.2 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管理，为患者普及慢性疾病的发病

机制以及可能存在的并发症；并给予有效的饮食和用

药指导，告知患者建立健康饮食的重要性，协助患者开

展血压监测，一旦出现指标异常时，应及时就医[2]。
为患者家属普及基本的急救知识，减少患者出现异常

情况。 
在实验组中，患者接受了药学干预服务，具体措施

如下：首先，为每位患者建立个人档案，依据其治疗历

史和不良反应记录，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确保患者档

案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其次，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实施个体化干预。此外，通过专题讲座

等形式，向患者普及高血压相关知识，包括治疗药物、

危险因素、疾病分型、发病机制及其对机体的危害，并

定期提供用药咨询，进行健康教育。药师负责审核处方，

确保药物的适应性和安全性，并评估患者的用药方案，

制定服药计划，确保患者能够顺利执行用药方案。药师

还应指导患者合理用药，发放药物治疗手册，解答疑问，

并普及药物知识，以提升临床用药的合理性。药师需监

督患者的用药情况，提醒患者严格遵照医嘱，注意用药

时间和间隔，观察不良反应，并妥善保存药品。药师还

应指导患者关注公众号，推送疾病相关知识，以提升患

者对药学知识的了解。最后，鼓励患者建立健康的生活

方式，包括调整饮食结构、减少钠盐摄入、控制脂肪摄

入、戒烟限酒、适度运动以及保持良好心态，以确保患

者能够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并明确高血压治疗的重

要性。 
1.3 实验指标 
1.3.1 对两组患者在疾病健康知识的掌握度进行分

析（通过生活方式，饮食、运动、用药、情绪进行评估。) 
1.3.2 明确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以患者完全按医嘱

用药，期间无擅自更换药物或者减少药物为完全依从；

基本做到遵医嘱用药，偶尔出现少数间断用药、更改药

物剂量为基本依从；偶尔做到或者做不到遵用医嘱用

药为不依从）。 
1.3.3 分析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血压水平（在干预

前和干预六个月后测量患者的舒张压以及收缩压）。 
1.4 统计学方法 
文中计量数据使用 n 表示，检验通过 χ2。本文所

涉及的数据均通过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P＜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进行研究。 

2 结果 
2.1 对照组患者饮食评分 81.45±4.32 分；运动评

分 84.56±6.81 分；用药评分 85.36±4.78 分；情绪评

分 86.43±6.91 分；实验组患者饮食评分 94.68±3.87
分；运动评分 95.64±4.87 分；用药评分 94.85±5.43
分；情绪评分 95.79±4.39；t 值分别为 15.241；8.627；
7.415；6.429；实验组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掌握度更

佳，p<0.05。 
2.2 实验组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更佳，p<0.05。 

表 1  比较两组治疗依从性（例/%） 

组别 例数 
治疗依从性 

完全依从 基本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对照组 100 53(53.00%) 35(35.00%) 12(12.00%) 88（88.00%) 

实验组 100 70(70.00%) 28(28.00%) 2(2.00%) 98（98.00%) 

P 值 -    ＜ 0.05 

 
2.3 对照组患者干预前，舒张压 96.79±8.76mHg；

收缩压 164.35±12.41mmHg；干预后舒张压 86.75±
7.52mmHg；收缩压 132.82±7.32mmHg；实验组患者

干预前，舒张压 96.79±8.64mHg；收缩压 1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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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mmHg；干预后舒张压 80.41±8.64mmHg；收缩压

123.42±6.41mmHg；干预前，两组患者的血压水平差

异不大，p>0.05，干预后，实验组患者的血压水平更为

稳定，p<0.05。 
3 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社会对老

年人健康状况的关注度不断提升。高血压作为一种常

见的慢性疾病，对老年人群的健康构成了显著影响。由

于该病病程较长且无法根治，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需要

持续的药物干预以提高治疗效果。鉴于老年人记忆力

减退和依从性较低的特点，为患者提供有效的药学干

预显得尤为重要。药学服务的提供能够为患者提供全

面的药物指导，增强患者对疾病的了解，提高其健康水

平，并有助于患者掌握疾病相关知识，从而提升治疗的

依从性。通过向患者详细解释药物的用法、用量、注意

事项等，帮助患者正确使用药物，提高患者对治疗方案

的依从性。药学服务人员可以监测药物不良反应，及时

发现和处理用药过程中的问题，降低用药风险，保障患

者的生命安全。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如病情、年龄、

肝肾功能等，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的用药建议，提高药物

治疗的有效性。 
药学服务的实施对于提升医疗服务的整体水平具

有显著作用，能够为患者提供更为周全和安全的医疗

保障。此举促进了药师与医生、护士等医疗专业人员之

间的协作，为临床治疗贡献了专业的药物咨询，优化了

治疗方案，有效减少了不合理用药的情况。通过实施合

理用药和药物管理策略，避免了药物的不必要浪费和

重复使用，从而降低了医疗成本。此外，通过开展药学

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活动，提升了公众对药物知识的

理解和认识，增强了自我保健和合理用药的能力。 
药学服务干预的实施显著提升了患者的药物治疗

成效。药师作为药学服务的核心，构建了以患者为中心

的医疗服务体系，确保了用药方案的安全性，并满足了

患者的治疗需求。根据个体化需求制定了更贴合患者

生理状态的用药方案，有效发挥了药物的治疗作用。在

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同时，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也得到了

显著提高。 然而，高血压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存在不足，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缺乏有效的监管，加之对临床用药

知识的缺乏，导致了他们坚持药物治疗的依从性降低。

一些患者同时患有其他疾病，使得用药方案变得复杂，

影响了他们遵循医嘱的行为。此外，长期用药可能会导

致患者出现不适，增加放弃治疗的风险。药物剂型和规

格的不适宜、包装不当或标签信息不明确，均可能导致

患者无法有效遵循医嘱用药。药学服务干预模式有效

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本研究通过对两组患者实施不同的干预措施，发

现接受药学干预的实验组患者在治疗依从性方面有所

提高。这表明药学服务干预模式更能满足患者的用药

需求，并有助于患者获得更多相关知识，从而明确合理

用药的重要性。对比两组患者的血压控制情况，实验组

患者的血压水平显示出更大的稳定性。分析其原因，可

能在于药学服务干预模式促使患者在合理用药的同时，

积极改善了不良的生活习惯，进而导致血压水平更为

稳定，治疗效果更佳，因此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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