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　南·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１０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

摘要：２０１０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是在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５年 版 本 基 础 上 修 订 的，由 高 血 压 联 盟（中 国）和 国 家 心 血 管

病中心组织近百位专家，包括心内科、肾脏科、神经科、老年科和内分泌科等学科专家多次讨论编撰而成。过去几十

年来，我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呈增长态势。２００２年全国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１８．８％。与１９９１
年比较，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有所改善，但与发达国家比较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有些社区高血 压 管 理 后

的控制率超过６０％。农村脑卒中死亡率呈增长态势；城市中老年人群高血压主要并发症———脑卒中死亡率呈逐渐

下降趋势，但在年轻人群中却是增加的。高血压是一种“心血管综合征”，防治策略应当基于心血管总体危险的评估

（危险因素、靶器官损害、伴随临床疾患）。一般高血压患者的降压目标是＜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１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

≥６５岁的老年人降压目标是＜１５０／９０ｍｍ　Ｈｇ，如果能耐受还可进一步降低至＜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糖尿病、肾脏病和

冠状动脉性心脏病的降压目标为＜１３０／８０ｍｍ　Ｈｇ；对 高 危 患 者 管 理 应 个 体 化。生 活 方 式 的 改 善 如 限 盐、戒 烟、减

重、限酒、增加钾摄入量及体力活动，对预防和控制高 血 压 是 有 意 义 的。５大 类 降 压 药：钙 拮 抗 剂、血 管 紧 张 素 转 换

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及固定复方制剂均可作为高血压初始或维持治疗的选择。

特殊人群高血压需特别处理，如少儿、老年、妊娠、各种心血管并发症等。由于健康医疗政策和水平 的 差 别，在 指 南

实施过程中，建议采用两个不同级别的推荐（标准建议和基本建议），允许主管医师作出合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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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心脑血管病最主

要的危险因素，其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慢性

肾脏病等主要并发症，不仅致残、致死率高，而且严重

消耗医疗和 社 会 资 源，给 家 庭 和 国 家 造 成 沉 重 负 担。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高血压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疾病，
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可明显减少脑卒中及心

脏病事件，明显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有效降低疾病负担。
近年来，党和政府日益重视以高血压为代表的慢

性病防治工作，２００９年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的管理作

为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措施，纳入深

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３年实施方案，截至２０１０年底

各地已管理高血压患者３５５３．８万例；同时在《全国高

血压社区规范化管理》项目管理的社区１、２级高血压

患者５０万例 中，管 理 满１年 患 者 的 血 压 控 制 率 达 到

７０％。
为进一步加强我国高血压的人群防治工作，提高

防治效果，我局委托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和高血压联盟

（中国）组 织 有 关 专 家 对２００５年《中 国 高 血 压 防 治 指

南》（《指南》）进行修订。修订工作以我国近年来心血

管病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和高血压大规模随机临床试验

为依据，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参考国内外有关研究进

展，经专家多次讨论，历时２年，于２０１０年底完稿。

２０１０年修订版《指南》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

方针，提出符合我国人群特点的防治策略，从控制危险

因素、早诊早治和患者规范化管理入手，加强对公众的

健康教育和高血压的社区防治，努力提高人群高血压

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

２０１０年修订版《指 南》保 留 了 以 往 指 南 的 合 理 部

分，更新了部分观念，增加了儿童和青少年高血压、继

发性高血压等“特殊人群”章节。指出应对高血压患者

全面检查评估，根据患者心血管总危险度决定治疗措

施。强调高血压患者改变不良生活方式的必要性；强

调长期平稳控制血压的重要性；强调降低高血压患者

血压水平是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关键。
《指南》不仅适用于医疗、卫生、保健等专业人员，

对患者及关注健康的公众也有指导意义。希望各级卫

生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团体及新闻媒体等积

极宣传、推广和贯彻新《指南》，为全面推动我国高血压

的防治事业，遏制心脑血管病的增长态势而共同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

前　言

本指南是在２００５年版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心血管

病流行趋势和循证医学研究的进展，并参考了国内外

最新研究成果和各国指南，广泛征求意见，由近百位专

家集体讨论和编写，历时２年完成的。
近二十年来，我国高血压患者的检出、治疗和控制

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对比１９９１年全国高血压抽样

调查和２００２年全国营养调查数据，高血压患者的知晓

率由２６．３％提 高 到３０．２％，治 疗 率 由１２．１％提 高 到

２４．７％，而控制率则由２．８％提高到６．１％。对于有上

亿高血压患者的中国，这意味着接受降压药物治疗的

人数十年内增加了近三千万，血压控制达到目标水平

的人数增加了６００万。在许多高血压防治研究社区，
高血压控制 率 在 管 理 人 群 中 已 超 过６０％。同 期 高 血

压的最主要并发症———脑卒中死亡率也在我国城市的

５５岁及以上人口中以每年约３％的速度平稳下降。但

是，我国人群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与

发达国家相比仍非常低，特别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

低的农村或边远地区情况尤为严重。脑卒中死亡率在

农村地区已超过城市。目前我国约有１．３亿高血压患

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在已知自己患有高血压的

人群中，约有３０００万没有治疗；在接受降压治疗的患

者中，有７５％患 者 的 血 压 没 有 达 到 控 制 目 标，我 们 面

临的高血压防治任务仍十分艰巨。及时修订并推广高

血压防治指南对于指导医护人员及基层医疗服务机构

提高高血压患者的检出率、管理率及控制率，预防心脑

血管疾 病 及 制 定 相 应 的 卫 生 服 务 政 策 具 有 重 要 的

意义。
修订过程中，多位专家提供了对于指南如何实施、

如何切合我国国情的真知灼见。其中包括：①对高血

压防治的趋势与思考，高血压防治的整合，跨学科合作

及战线前移；②组织长期临床观察性研究以总结出适

应我国人群的危险分层；③针对我国人群６０％为盐敏

感型及饮食高钠低钾的特点建议开展限钠补钾活动，
政府有关部门、学术团体和企业联合启动了以限钠为

主的健康行动；④我国的研究提示，有较高比例的高血

压人群伴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有研究表明叶酸可

预防脑卒中。
高血压大型随机临床试验已充分说明降压可减少

心血管并发症和死亡，但在修订指南中仍有许多尚待

研究的问题，如：降压目标及多种危险因素如何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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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临床试验不可能全部回答，有时试验的结果互相

矛盾，只能依靠医者的智慧从荟萃分析或其他证据中

寻找答案。如１９９６年我国林县研究发现补充叶酸与

维生素Ｂ１２能 降 低 脑 血 管 死 亡，但 被 此 后 几 个 试 验 否

定，最近经过再评价，补充叶酸已被纳入最新脑卒中预

防指南。对高血压伴糖尿病、脑血管病等高危患者的

降压目标有较多争议。在相关的大型临床试验研究结

果面世之前，惟有经过多学科专家的认真讨论，激烈争

辩，以达成共识。
高血压的危害性除与患者的血压水平相关外，还

取决于同时存在的其他心血管病危险因素、靶器官损

害以及合并其他疾病的情况。因此，在高血压的定义

与 分 类 中，除 仍 将 高 血 压 的 诊 断 标 准 定 为 收 缩 压

≥１４０ｍｍ　Ｈｇ（１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和（或）舒张压

≥９０ｍｍ　Ｈｇ，根据血压水平分为正常、正常高值血压

和１、２、３级高血压之外，还应根据危险因素、靶器官损

害和同时合并的其他疾病进行危险分层。
危险分层是我国学者根据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和北京安贞医院过去长期的前瞻性队列研究，采用多

因素数理统 计 预 测 方 法 开 发 的 心 血 管 病 危 险 评 估 工

具，在我国人群中有较好的预测精度，且与２００５年的

危险分层基本相符，故本次修订中继续沿用２００５年的

分层方法，将高血压患者按危险因素、靶器官损害及临

床疾患综合评估，划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及很高危，并
依此指导医生确定治疗时机、策略与估计预后。治疗

高血压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心血管发病和死

亡的总危险，因此要求医生在治疗高血压的同时，应干

预患者所有的可逆性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靶器官损

害和合并存在的临床疾病。对于一般高血压患者降压

目标是＜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对 于 合 并 糖 尿 病 或 肾 病 等

高危患者，血压应在患者能耐受的情况下酌情降至更

低一些。
群体的防治首先是提高知晓率，并根据指南的要

求提高治疗率和控制率。临床医师可根据患者的病情

选择钙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ＡＣＥＩ）或 血 管 紧 张 素

受体 拮 抗 剂（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ｂｌｏｃｋｅｒ，ＡＲＢ）、利

尿剂、β受体阻滞剂等几种药物的１种或２种或 以 上

药物组成的固定低剂量复方降压制剂。
在特殊人群的防治中增加了儿童和青少年高血压

章节，鼓励从儿童教育入手培养健康生活方式以及及

早发现易患儿童。此次修订还增加了鉴别继发性高血

压的篇幅，以适应开展防治工作的需要。非瓣膜性心

房颤动患者每年发生缺血性脑卒中的危险性为３％～
５％，故指南也增加了心房颤动的治疗建议，并推荐有

条件时以基因诊断确定华法林剂量。

２０１０年指南最大的挑战是推广实施，指南制订之

后需要通过继续教育、解读和各种便于临床医生日常

应用指南的工具得到临床实践的接纳，而进一步落实

到社区和人群。还需要有政策层面的支持和协调，为

此本次修订的推广计划含有更为具体的对相关政策和

策略的建议，以便在有条件的社区和省市率先实施，使
指南切实发挥其指导防治的作用。指南不是教科书而

是重视指导和可操作性，指南还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因

时因地制宜地分为标准和基本两个级别来推广应用。
指南修订特别是推广实施过程，为我们提出新的挑战，
同时提供组织研究新课题的机遇。今后的研究如希望

能切实影响临床科学与实践，则必须包含对于心血管

事件链更深层次的探索，研究解决几个困扰专家和医

生的有关心血管干预策略的实际问题，才能使指南与

时俱进，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主席：刘力生

要点１：２０１０年《指南》要点

　　·我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仍呈增长态势，每１０个

成人中就有２人患高血压；估计目前全国高血压患者

至少２亿；但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较低。

　　·高血压是我国人群脑卒中和冠状动脉性心脏病

（冠心病）发病及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控制高血压可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及死亡。

　　·我国是脑卒中高发区。高血压的主要并发症是

脑卒中，控制高血压是预防脑卒中的关键。

　　·降压治疗要使血压达标，以期降低心脑血管病

发病和死 亡 的 总 危 险。一 般 高 血 压 患 者 降 压 目 标 是

＜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在可耐受情况下还可进一步降低。

　　·钙拮 抗 剂、ＡＣＥＩ、ＡＲＢ、噻 嗪 类 利 尿 剂、β受 体

阻滞剂以及由这些药物所组成的固定复方制剂均可作

为高血压初始或维持治疗的药物选择。联合治疗有利

于血压达标。

　　·高血压是一种“心血管综合征”。应根据心血管

总体风险，决定治疗措施。应关注对多种心血管危险

因素的综合干预。

　　·高血压是一种“生活方式病”，认真改变不良生

活方式，限盐、限酒、控制体质量，有利于预防和控制高

血压。

　　·关注儿童与青少年高血压，预防关口前移；重视

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与诊治。

　　·加强高血压社区防治工作，定期测量血压、规范

管理、合理用药，是改善我国人群高血压知晓率、治疗

率和控制率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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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人群高血压流行情况

要点２：我国人群高血压流行情况

　　·我国人群５０年来高血压患病率呈明显上升趋

势。目前我国约有２亿高血压患者，每１０个成年人中

有２人患高血压。

　　·我国人群高血压流行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从南方到北方，高血压患病率递增；不同民族之间高血

压患病率存在一些差异。

　　·高钠、低钾膳食是我国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发病

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超重和肥胖将成为我国高血压

患病率增长的又一重要危险因素。

　　·我国高血压患者总体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

率明显较低，分别低于５０％、４０％和１０％。

１．１　我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及其变化趋势　过去５０

年，我国曾进行过４次大规模高血压患病率的人群抽

样调查。各次调查的总人数、年龄、诊断标准及患病粗

率见表１。虽然 各 次 调 查 的 规 模、年 龄 和 诊 断 标 准 不

尽一致，但基本上较客观地反映了我国人群５０年来高

血压患病率的明显上升趋势。根据２００２年调查数据，
我国１８岁 以 上 成 人 高 血 压 患 病 率 为１８．８％［１］，按

２００６年我国人口的数量与结构，估算目前我国约有２
亿高血压患者，每１０个成年人中就有２人患高血压，
约占全球高血压总人数的１／５。

在我国高血压人群中，绝大多数是轻、中度高血压

（占９０％），轻度高血压占６０％以上。

１．２　我国人群高血压流行的一般规律　通常，高血压

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女性在更年期前患病率略

低于男性，但在更年期后迅速升高，甚至高于男性；高

纬度寒冷地区患病率高于低纬度温暖地区；钠盐和饱

和脂肪酸摄入越高，平均血压水平和高血压患病率也

越高。

表１　我国４次高血压患病率调查结果

　年份 　　调查地区 年龄
（岁） 　　　　　　　诊断标准 调查

人数
高血压

例数
患病粗率

（％）

１９５８－１９５９　 １３个省、市 ≥１５ 不统一 ７３９　２０４　 ３７　７７３　 ５．１１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　 ２９个省、市、自治区 ≥１５ ≥１６０／９５ｍｍ　Ｈｇ为确诊高血压，１４０～１５９／ ４　０１２　１２８　 ３１０　２０２　 ７．７３

　 　９０～９５ｍｍ　Ｈｇ为临界高血压

１９９１　 ３０个省、市、自治区 ≥１５ ≥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及２周内服用降压药者 ９５０　３５６　 １２９　０３９　 １３．５８

２００２　 ３０个省、市、自治区 ≥１８ ≥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及２周内服用降压药者 ２７２　０２３　 ５１　１４０　 １８．８０

　　我国人群高血压流行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从

南方到北方，高血压患病率呈递增趋势，可能与北方年

平均气温较低以及北方人群盐摄入量较高有关；不同

民族之间高血压患病率也有一些差异，藏族、蒙古族和

朝鲜族等患病率较高，而壮族、苗族和彝族等患病率则

较低，这种差异可能与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等有关，尚

未发现各民族之间有明显的遗传背景差异。

１．３　我国人群高血压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１．３．１　高钠、低钾膳食　人群中，钠盐（氯化钠）摄入

量与血压水平和高血压患病率呈正相关，而钾盐摄入

量与血压水平呈负相关。膳食钠／钾与血压的相关性

更强。我国１４组人群研究表明，膳食钠盐摄入量平均

增 加 ２ｇ／ｄ，收 缩 压 和 舒 张 压 分 别 增 高 ２．０ 和

１．２ｍｍ　Ｈｇ［２］。高钠、低钾膳食是导致我国大多数高

血压患者 发 病 的 主 要 危 险 因 素 之 一。我 国 大 部 分 地

区，人均盐摄 入 量＞１２ｇ／ｄ［３］。在 盐 与 血 压 的 国 际 协

作研究中，反映膳 食 钠、钾 量 的２４ｈ尿 钠／钾，我 国 人

群在６以上，而西方人群仅为２～３。

１．３．２　超重和肥胖　身体脂肪含量与血压水平呈正

相关。人群中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ＢＭＩ）与

血压水平呈正相关，ＢＭＩ每增加３ｋｇ／ｍ２，４年内发生

高血压的风险，男性增加５０％，女性增加５７％。我 国

２４万成人随访资料的汇总分析显示，ＢＭＩ≥２４ｋｇ／ｍ２

者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体质量正常者的３～４倍。身

体脂肪的分布与高血压发生也有关。腹部脂肪聚集越

多，血压水平就越高。腰围≥９０（男性）或≥８５ｃｍ（女

性），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腰围正常者的４倍以上。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群中

超重和肥胖的比例与人数均明显增加。在城市中年人

群中，超重者的比例已达到２５％～３０％。超重和肥胖

将成为我国高血压患病率增长的又一重要危险因素。

１．３．３　饮酒　过量饮酒也是高血压发病的危险因素，
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随饮酒量增加而升高。虽然少量饮

酒后短时间内血压会有所下降，但长期少量饮酒可使

血压轻度升高；过量饮酒则使血压明显升高。如果每

天平均饮酒＞３个标准杯（１个标准杯相当于１２ｇ酒

精），收缩压与舒张压分别平均升高３．５与２．１ｍｍ　Ｈｇ，

且血压上升幅度随着饮酒量增加而增大［４］。

在我国饮酒人数众多，部分男性高血压患者有长

期饮酒嗜好和饮烈度酒的习惯，应重视长期过量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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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血压和高血压发生的影响。饮酒还会降低降压治疗

的效果，而过量饮酒可诱发脑出血或心肌梗死。

１．３．４　精神紧张　长期精神过度紧张也是高血压发

病的危险因素，长期从事高度精神紧张工作的人群高

血压患病率增加。

１．３．５　其他危险因素　高血压发病的其他危险因素

包括年龄、高血压家族史、缺乏体力活动等。除了高血

压外，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还包括吸烟、血脂异常、糖尿

病和肥胖等。

１．４　我国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　高

血压患者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是反映高血压防治

状况的重要指标。根据我国２次较大规模高血压患者

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抽样调查（表２）以及１５组人

群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年 期 间３次 调 查 的 变 化（表３）［５－７］，我

国高血压患 者 总 体 的 知 晓 率、治 疗 率 和 控 制 率 较 低。
近年来，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高血压知晓率、治疗

率和控制率有 明 显 提 高，但 仍 分 别 低 于５０％、４０％和

１０％。农村低于城市；男性低于女性；经济欠发达地区

低于较发达地区。

表２　我国３０省市高血压患者知晓率、治疗率

和控制率２次调查结果

年份
年龄
（岁）

调查
人数

高血压
人数

知晓率
（％）

治疗率
（％）

控制率
（％）

１９９１ ≥１５　 ９５０　３５６　 １２９　０３９　 ２６．３　 １２．１　 ２．８

２００２ ≥１８　 ２７２　０２３　 ５１　１４０　 ３０．２　 ２４．７　 ６．１

表３　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年我国１５组人群高血压患者知晓率、

治疗率和控制率的变化　　（％）

　调查年份 知晓率 治疗率 控制率 治疗者控制率

１９９２－１９９４　 ３２．４　 ２２．６　 ２．８　 １２．２

１９９８　 ５．２　 １９．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４８．４　 ３８．５　 ９．５　 ２４．０

２　高血压与心血管病风险

要点３：高血压与心血管病风险

　　·无论采用哪种测量方法，诊室血压、动态血压或

家庭血压，血压水平与脑卒中、冠心病事件的风险均呈

连续、独立、直接的正相关。

　　·与舒张压相比，收缩压与心血管风险的关系更

为密切。

　　·目前，冠心病事件有上升趋势，但脑卒中仍是我

国高血压人群最主要的并发症。

２．１　血压与心血管事件的关系　血压水平与心血管

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之间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在全

球６１个人群（约１００万人，４０～８９岁）的前瞻性观 察

荟萃分析中，平均随访１２年，诊室收缩压或舒张压与

脑卒中、冠心病事件的风险呈连续、独立、直接的正相

关关 系。血 压 从１１５／７５到１８５／１１５ｍｍ　Ｈｇ，收 缩 压

每升高２０ｍｍ　Ｈｇ或舒张压每升高１０ｍｍ　Ｈｇ，心、脑
血管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倍增［８］。

在包括中国１３个人群的亚太队列研究中，诊室血

压水平也与脑卒中、冠心病事件密切相关；而且，亚洲

人群血压升高与脑卒中、冠心病事件的关系比澳大利

亚与新西兰人群更强，收缩压每升高１０ｍｍ　Ｈｇ，亚洲

人群脑卒中与致死性心肌梗死风险分别增加５３％与

３１％，而澳大 利 亚 与 新 西 兰 人 群 只 分 别 增 加２４％与

２１％。
长期随访发现，随着诊室血压升高，终末期肾病的

发生率也明显增加。在重度高血压患者中，终末期肾

病发生率是正常血压者的１１倍以上，即使血压在正常

高值水平也达１．９倍。
血压与脑卒中、冠心病事件的风险之间的正相关

关系在动态血压或家庭血压监测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

证实。这些研究还发现，不仅血压的平均值很重要，血
压的昼夜节律以及数日、数周甚至数月、数年期间的血

压变异也可独立于血压平均值预测脑卒中、冠心病事

件的发生。

２．２　各种血压参数与心血管事件的关系　血压参数

是指收缩压、舒张压、平均血压和脉压。采用常用的柯

氏音／袖带法测量血压，可直接测量一个心动周期中的

最高压力收缩压与最低压力舒张压，根据收缩压与舒

张压，可进一步计算出平均血压与脉压。因此，长期以

来，直接测量的收缩压与舒张压是主要的评估血压的

参数。但由于平均血压及脉压分别与外周血管阻力及

大动脉弹性功能密切相关，可能具有重要的病理生理

意义，因此，近来引起重视。
总体而言，在预测心血管事件方面，收缩压或舒张

压优于平均血压或脉压；用收缩压与舒张压联合或平

均血压与脉压联合优于任一单项参数；收缩压与舒张

压联合又优于平均血压与脉压联合。对冠心病事件而

言，在年轻人群，舒张压的预测价值高于收缩压；而在

５０岁以上人群，收缩压的预测价值开始超越舒张 压；
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加，收缩压进一步升高，而舒张压

则呈下降趋势，因此，脉压升高成为较强的冠心病事件

预测因子。

２．３　我国人群高血压与心血管风险关系的特点　我

国人群监测数据显示，心脑血管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

４０％以上，其中高血压是首位危险因素，每年３００万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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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死亡中至少一半与高血压有关。

　　人 群 监 测 数 据 还 显 示，脑 卒 中 的 年 发 病 率 为

２５０／１０万，冠心 病 事 件 的 年 发 病 率 为５０／１０万，脑 卒

中发病率是冠心病事件发病率的５倍［９］。在临床治疗

试验中，脑卒中与心肌梗死发病比值，在我国高血压人

群为５～８∶１，而在 西 方 高 血 压 人 群 约 为１∶１。近 年

来，尽管冠心病事件有上升趋势，脑卒中与冠心病事件

发病率的差异仍然非常明显。这提示脑卒中仍是我国

高血压人群最主要的心血管风险，对于制订更有效的

减少我国人群心血管风险的防治策略有重要意义。

３　诊断性评估

要点４：高血压患者诊断性评估

　　·确定血压水平及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

　　·判断高血压的病因，明确有无继发性高血压。

　　·寻找靶器官损害以及相关临床情况。

　　诊断性评估的内容包括以下３方面：①确定血压

水平及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②判断高血压的病因，明
确有无继发性高血压；③寻找靶器官损害以及相关临

床情况。从而作出高血压病因的鉴别诊断和评估患者

的心血管风险度，以指导诊断与治疗。

３．１　病史　应 全 面 详 细 了 解 患 者 病 史，包 括 以 下 内

容：①家族史：询 问 患 者 有 无 高 血 压、糖 尿 病、血 脂 异

常、冠心病、脑卒中或肾脏病的家族史；②病程：患高血

压的时间，血压最高水平，是否接受过降压治疗及其疗

效与不良反应；③症状及既往史：目前及既往有无冠心

病、心力衰竭、脑血管病、外周血管病、糖尿病、痛风、血
脂异常、支气管哮喘、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性功能异

常和肾脏疾病等症状及治疗情况；④有无提示继发性

高血压的症状：例如肾炎史或贫血史，提示肾实质性高

血压；有无肌无力、发作性软瘫等低血钾表现，提示原

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有无阵发性头痛、心悸、多汗等提

示嗜铬细胞瘤；⑤生活方式：膳食脂肪、盐、酒摄入量，

吸烟支数，体力活动量以及体质量变化等情况；⑥药物

引起的高血压：是否服用使血压升高的药物，例如口服

避孕药、生胃酮、麻黄素类滴鼻药、可卡因、安非他明、
类固醇、非甾体类抗炎药、促红细胞生长素、环孢菌素

以及中药甘草等；⑦心理社会因素：包括家庭情况、工

作环境、文化程度及有无精神创伤史。

３．２　体格检查　仔细的体格检查有助于发现继发性

高血压线索和靶器官损害情况，体格检查包括：正确测

量血压和心率，必要时测量立、卧位血压和四肢血压；
测量ＢＭＩ、腰围及臀围；观察有无库欣面容、神经纤维

瘤性皮肤斑、甲状腺功能亢进性突眼征或下肢水肿；听
诊颈动脉、胸主动脉、腹部动脉和股动脉有无杂音；触

诊甲状腺；全 面 的 心 肺 检 查；检 查 腹 部 有 无 肾 脏 增 大

（多囊肾）或肿块；检查四肢动脉搏动和神经系统体征。

３．３　实验室检查

３．３．１　基本项 目　血 液 生 化（钾、空 腹 血 糖、总 胆 固

醇、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和尿酸、肌酐）；全血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和血细胞

比容；尿液分析（蛋白、糖和尿沉渣镜检）；心电图。

３．３．２　推荐项目　２４ｈ动态血压监测、超声心动图、
颈动脉超声、餐后２ｈ血糖（当空腹血糖≥６．１ｍｍｏｌ／Ｌ
时测定）、血同型半胱氨酸、尿白蛋白定量（糖尿病患者

必查项目）、尿 蛋 白 定 量（用 于 尿 常 规 检 查 蛋 白 阳 性

者）、眼 底、胸 部 Ｘ 线 检 查、脉 搏 波 传 导 速 度（ｐｕｌｓｅ
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ＷＶ）以 及 踝 臂 血 压 指 数（ａｎｋｌｅ－ａｒｍ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ＡＢＩ）等。

３．３．３　选择项目　对怀疑为继发性高血压患者，根据

需要可以分别选择以下检查项目：血浆肾素活性、血和

尿醛固酮、血和尿皮质醇、血游离甲氧基肾上腺素及甲

氧基去甲肾上腺素、血和尿儿茶酚胺、动脉造影、肾和

肾上 腺 超 声、ＣＴ或 磁 共 振 成 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睡眠呼吸监测等。对有合并症的高血

压患者，进行相应的脑功能、心功能和肾功能检查。

３．４　血压测量　血压测量是评估血压水平、诊断高血

压以及观察降压疗效的主要手段。目前，在临床和人

群防治工作中，主要采用诊室血压、动态血压以及家庭

血压３种方法。

要点５：诊室血压测量的步骤

　　·要求受试者坐位安静休息５ｍｉｎ后开始测量。

　　·选择定期校准的水银柱血压计，或者经过验证

的电子 血 压 计，大 多 数 的 成 年 人 使 用 气 囊 长２２～
２６ｃｍ、宽１２ｃｍ的标准规格袖带。

　　·测量坐位时的上臂血压，上臂应置于心脏水平。

　　·以柯氏音第１音和第５音（消失音）确定收缩压

和舒张压 水 平。连 续 测 量２次，每 次 至 少 间 隔１～
２ｍｉｎ，若２次测量结果差别比较大（５ｍｍ　Ｈｇ以上），
应再次测量。

　　·首诊时要测量双上臂血压，以后通常测量较高

读数一侧的上臂血压。

　　·对疑似有体位性低血压者，应测量直立位后血压。

　　·在测量血压的同时，应测定脉率。

诊室血压 由 医 护 人 员 在 诊 室 按 统 一 规 范 进 行 测

量，目前尚是评估血压水平和临床诊断高血压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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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的标准方法和主要依据。动态血压监测则通常由

自动的血压测量仪器完成，测量次数较多，无测量者误

差，可避免白 大 衣 效 应，并 可 测 量 夜 间 睡 眠 期 间 的 血

压。因此，既可更准确地测量血压，也可评估血压短时

变异和昼夜节律。家庭血压监测通常由被测量者自我

完成，这时又称自测血压或家庭自测血压，但也可由家

庭成员等协助完成。因为测量在熟悉的家庭环境中进

行，因而，也可以避免白大衣效应。家庭血压监测还可

用于评估数日、数周甚至数月、数年血压的长期变异或

降压治疗效应，而且有助于增强患者的参与意识，改善

患者的治疗依从性［１０－１１］。

３．４．１　诊室血压　具体方法和要求如下：①选择符合

计量标准的水银柱血压计，或者经过验证（英国高血压

协会、美国仪 器 协 会 和 欧 洲 高 血 压 学 会）的 电 子 血 压

计；②使 用 大 小 合 适 的 气 囊 袖 带，气 囊 至 少 应 包 裹

８０％上臂。大多数成年人的臂围２５～３５ｃｍ，可 使 用

气囊长２２～２６ｃｍ、宽１２～１４ｃｍ的标准规格袖带（目

前国内商品水银柱血压计的气囊的规格：长２２ｃｍ，宽

１２ｃｍ）。肥胖者或臂围大者应使用大规格气囊袖带；
儿童应使用小规格气囊袖带；③测血压前，受试者应至

少坐位安静休息５ｍｉｎ，３０ｍｉｎ内禁止吸烟、饮咖啡和

茶，排空膀胱；④受试者取坐位，最好坐靠背椅，裸露上

臂，上臂与心脏处在同一水平。如果怀疑外周血管病，
首次就诊时应测量左、右上臂血压，以后通常测量较高

读数一侧的上臂血压，必要时加测下肢血压，选择宽度

＞１６ｃｍ的袖 带。特 殊 情 况 下 可 以 取 卧 位 或 站 立 位。
老年人、糖尿病患者及出现体位性低血压情况者，应加

测站立位血压。站立位血压应在卧位改为站立位后１
和５ｍｉｎ时测量；⑤将袖带紧贴缚在被测者的上臂，袖
带的下缘应在 肘 弯 上２．５ｃｍ。将 听 诊 器 探 头 置 于 肱

动脉搏动处；⑥使用水银柱血压计测压时，快速充气，
使 气 囊 内 压 力 达 到 桡 动 脉 搏 动 消 失 后，再 升 高

３０ｍｍ　Ｈｇ，然后以恒定的速率（２～６ｍｍ　Ｈｇ／ｓ）缓慢

放气。心率缓慢者，放气速率应更慢些。获得舒张压

读数后，快速放气至零；⑦在放气过程中仔细听取柯氏

音，观察柯氏音 第Ⅰ时 相（第１音）和 第Ⅴ时 相（消 失

音）水银柱凸面的垂直高度。收缩压读数取柯氏音第

Ⅰ时相，舒张压读数取柯氏音第Ⅴ时相。１２岁以下儿

童、妊娠妇女、严重贫血、甲状腺功能亢进、主动脉瓣关

闭不全 及 柯 氏 音 不 消 失 者，可 以 柯 氏 音 第Ⅳ时 相（变

音）为舒张压；⑧血压单位在临床使用时采用毫米汞柱

（ｍｍ　Ｈｇ）；⑨应间隔１～２ｍｉｎ重复测量，取２次读数

的平均值记录。如果收缩压或舒张压的２次读数相差

５ｍｍ　Ｈｇ以上，应再次测量，取３次 读 数 的 平 均 值 记

录；⑩使用水银柱血压计测压读取血压数值时，末位数

值只能为０、２、４、６、８，不能出现１、３、５、７、９，并应注意

避免末位数偏好。

３．４．２　动态血压　具体使用方法和指征如下：①使用

经英国高血压协会、美国仪器协会和欧洲高血压学会

验证的动态血压监测仪，并每年至少１次与水银柱血

压计进行读数校准，采用Ｙ或Ｔ型管与袖带连通，两

者的血压平均读数相差应＜５ｍｍ　Ｈｇ；②测压间隔时

间可选择１５、２０或３０ｍｉｎ。通 常 夜 间 测 压 间 隔 时 间

可适当延长 至３０ｍｉｎ。血 压 读 数 应 达 到 应 测 次 数 的

８０％以上，最好每小时至少有１个血压读数；③目前动

态血压监测的常用指标是２４ｈ、白天（清醒活动）和夜

间（睡眠）的平均收缩压与舒张压水平，夜间血压下降

百分率以及清晨时段血压的升高幅度（晨 峰）。２４ｈ、
白天与夜间血压的平均值反映不同时段血压的总体水

平，是 目 前 采 用２４ｈ动 态 血 压 诊 断 高 血 压 的 主 要 依

据，其诊断标准包括：２４ｈ≥１３０／８０，白天≥１３５／８５，夜
间≥１２０／７０ｍｍ　Ｈｇ。夜间血压下降百分率：（白天平

均值－夜间平均值）／白天平均值。１０％～２０％：杓型；

＜１０％：非杓型。收缩压与舒张压不一致时，以收缩压

为准。血压晨峰：起床后２ｈ内的收 缩 压 平 均 值－夜

间睡眠时收缩压最低值（包括最低值在内１ｈ的平均

值），≥３５ｍｍ　Ｈｇ为晨峰血压 增 高；④动 态 血 压 监 测

也可用于评估降压疗效。主要观察２４ｈ、白天和夜间

的平均收 缩 压 与 舒 张 压 是 否 达 到 治 疗 目 标，即２４ｈ
＜１３０／８０，白天＜１３５／８５，且 夜 间＜１２０／７０ｍｍ　Ｈｇ；

⑤动态血压监测可诊断白大衣性高血压，发现隐蔽性

高血压，检查顽固难治性高血压的原因，评估血压升高

程度、短时变异和昼夜节律等。随着其价格的下降，动
态血压监测将在临床工作中更广泛应用［１２－１５］。

３．４．３　家庭血压　家庭血压监测需要选择合适的血

压测量仪器，并进行血压测量知识与技能培训：①使用

经过验证的上臂式全自动或半自动电子血压计（英国

高血压协会、美国仪器协会和欧洲高血压学会）；②家

庭血压值一般低于诊室血压值，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为

≥１３５／８５ｍｍ　Ｈｇ，与 诊 室 血 压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相 对

应；③测量 方 案：目 前 还 没 有 一 致 方 案。一 般 情 况 建

议，每天早晨和晚上测量血压，每次测２～３遍，取平均

值；血压控制平稳者，可每周只测１天血压。对初诊高

血压或血压不稳定的高血压患者，建议连续家庭测量

血压７ｄ（至少３ｄ），每天早晚各１次，每次测量２～３
遍，取后６ｄ血压平均值作为参考值；④家庭血压适用

于：一般高血压患者的血压监测，白大衣高血压识别，
难治性高血压的鉴别，评价长时血压变异，辅助降压疗

效评价，预测心血管风险及评估预后等；⑤最好能够详

细记录每次测量血压的日期、时间以及所有血压读数，
而不是只记录平均值。应尽可能向医生提供完整的血

压记录；⑥家庭血压监测是观察数日、数周甚至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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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间长期变异情况的可行方法。未来通过无线通讯

与互联网为 基 础 的 远 程 控 制 系 统 将 可 实 现 血 压 的 实

时、数字化监测；⑦对于精神高度焦虑患者，不建议自

测血压［１６］。

要点６：各种血压测量方法评价

　　·诊室血压目前尚是临床诊断高血压和分级的标

准方法和主要依据。

　　·动态血压监测不仅用于高血压的诊断评估，还可：

　　　诊断白大衣性高血压；

　　　发现隐蔽性高血压；

　　　检查顽固难治性高血压的原因；

　　　评估血压升高程度、短时变异和昼夜节律。

　　·家庭血压监测不仅可测量长期血压变异，也可

避免白大衣效应。并可了解患者生活常态下的血压水

平；改善治疗依从性。

３．５　评估靶器官损害　高血压患者靶器官损害（心、
脑、肾、血管等）的识别，对于评估患者心血管风险，早

期积极治疗具有重要意义。从患高血压到最终发生心

血管事件的整个疾病过程中，亚临床靶器官损害是极

其重要的中间环节。采用相对简便、花费较少、易于推

广的检查手段，在高血压患者中检出无症状性亚临床

靶器官损害是高血压诊断评估的重要内容。

３．５．１　心脏　心电图检查可以发现左心室肥厚、心肌

缺血、心脏传导阻滞或心律失常。近年来有报道，ａＶＬ
导联Ｒ波电压与左心室质量指数密切相关，甚至在高

血压不伴有心电图左心室肥厚时，也可以预测心血管

事件的发生。胸部Ｘ线检查可以了解心脏轮廓、大动

脉及肺循环情况。超声心动图在诊断左心室肥厚和舒

张期心力衰竭方面优于心电图。必要时采用其他诊断

方法：心 脏 ＭＲＩ和 磁 共 振 血 管 造 影（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
ｎａｎｃｅ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ＲＡ），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Ａ），心 脏 同

位素显像，运动试验或冠状动脉造影等。

３．５．２　血 管　颈 动 脉 内 膜 中 层 厚 度（ｉｎｔｉｍａ－ｍｅｄｉａ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ＭＴ）和粥样斑块可独立于血压水平预测心

血管事件。大动脉僵硬度增加预测并评估心血管风险

的证据日 益 增 多。多 项 研 究 证 实，ＰＷＶ增 快 是 心 血

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素。ＡＢＩ能有效筛查外周动脉疾

病，评估心血管风险。

３．５．３　肾脏　肾脏损害主要根据血清肌酐升高，估算

的肾小球滤过率（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ｅＧＦＲ）降低 或 尿 白 蛋 白 排 出 量（ｕｒｉｎａｒｙ　ａｌｂｕｍｉｎ　ｅｘ－
ｃｒｅｔｉｏｎ，ＵＡＥ）增 加。微 量 白 蛋 白 尿 已 被 证 实 是 心 血

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素。高血压患者尤其合并糖尿病

的患者 应 定 期 检 查 ＵＡＥ，２４ｈＵＡＥ或 晨 尿 白 蛋 白／
肌酐为最佳，随机尿白蛋白／肌酐也可接受。ｅＧＦＲ是

一项判断肾脏功能的简便而且敏感的指标，可采用“肾
脏病膳食 改 善 试 验（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ｅｔ　ｉｎ　ｒｅ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ＤＲＤ）”公 式，或 者 我 国 学 者 提 出 的 ＭＤＲＤ
改良公式来计算。ｅＧＦＲ降低与心血管事件发生之间

存在着强相关性。血清尿酸水平增高，对心血管风险

可能也有一定预测价值［１７－１８］。

３．５．４　眼底　视网膜动脉病变可反映小血管病变情

况。常规 眼 底 镜 检 查 的 高 血 压 眼 底 改 变，按 Ｋｅｉｔｈ－
Ｗａｇｅｎｅｒ和Ｂａｃｋｅｒ　４级分类法，３级 或４级 高 血 压 眼

底对判断预后有价值。高分辨率眼底成像系统有望成

为检查眼底小血管病变的工具。

３．５．５　脑　头颅 ＭＲＩ、ＭＲＡ或ＣＴＡ有助于发现腔

隙性病灶或脑血管狭窄、钙化和斑块病变。经颅多普

勒超声对诊 断 脑 血 管 痉 挛、狭 窄 或 闭 塞 有 一 定 帮 助。
目前认 知 功 能 的 筛 查 评 估 主 要 采 用 简 易 精 神 状 态

量表。

４　高血压分类与分层

要点７：高血压分类与分层

　　·高血压定义：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收缩

压≥１４０ｍｍ　Ｈｇ和（或）舒张压≥９０ｍｍ　Ｈｇ；根据血

压升高 水 平，又 进 一 步 将 高 血 压 分 为１级、２级 和３
级。一般需要非同日测量３次来判断血压升高及其分

级，尤其是轻、中度血压升高者。

　　·心血管风险分层根据血压水平、心血管危险因

素、靶器官损 害、临 床 并 发 症 和 糖 尿 病，分 为 低 危、中

危、高危和很高危４个层次。

　　·３级高血 压 伴１项 及 以 上 危 险 因 素；合 并 糖 尿

病；合并临床心、脑血管病或慢性肾脏疾病等并发症，
均属于心血管风险很高危患者。

４．１　按血压水平分类　目前我国采用正常血压（收缩

压＜１２０ｍｍ　Ｈｇ和舒张压＜８０ｍｍ　Ｈｇ）、正常高值血

压［收缩压１２０～１３９ｍｍ　Ｈｇ和（或）舒张压８０～８９ｍｍ　Ｈｇ］
和高 血 压［收 缩 压 ≥１４０ ｍｍ　Ｈｇ 和 （或）舒 张 压

≥９０ｍｍ　Ｈｇ］进行 血 压 水 平 分 类。以 上 分 类 适 用 于

１８岁以上的男、女性成年人。
将血压水平１２０～１３９／８０～８９ｍｍ　Ｈｇ定为正常

高值血压，是根据我国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数据的结果

确定的。血压水平１２０～１３９／８０～８９ｍｍ　Ｈｇ的人群，

１０年后心血管 风 险 比 血 压 水 平１１０／７５ｍｍ　Ｈｇ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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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增加１倍 以 上；血 压１２０～１２９／８０～８４和１３０～
１３９／８５～８９ｍｍ　Ｈｇ的中年人群，１０年后分别有４５％
和６４％发展为高血压患者。

高血压定义为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

日３次测量血压，收缩压≥１４０ｍｍ　Ｈｇ和（或）舒张压

≥９０ｍｍ　Ｈｇ。收缩压≥１４０ｍｍ　Ｈｇ和舒张压＜９０ｍｍ　Ｈｇ
为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患者既往有高血压史，目前正

在使用降压药物，血压虽然低于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也诊

断为高血压。根据血压升高水平，又进一步将高血压

分为１级、２级和３级（表４）。由于诊室血压测量的次

数较少，血压又具有明显波动性，在 不 能 进 行２４ｈ动

态血压监测时，需要数周内多次测量来判断血压升高

情况，尤其对于轻、中度血压升高者。如有条件，应进

行２４ｈ动态血压监测或家庭血压监测。

表４　血压水平分类和定义　　（ｍｍ　Ｈｇ）

　　分　　类 收缩压　　　 舒张压

正常血压 ＜１２０　　　 和 ＜８０

正常高值血压 １２０～１３９　　　 和（或） ８０～８９

高血压 ≥１４０　　　 和（或） ≥９０

　１级高血压（轻度） １４０～１５９　　　 和（或） ９０～９９

　２级高血压（中度） １６０～１７９　　　 和（或） １００～１０９

　３级高血压（重度） ≥１８０　　　 和（或） ≥１１０

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１４０　　　 和 ＜９０

　　注：当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属于不同级别时，以较高的分级为准。

４．２　按心血管风险分层　脑卒中、心肌梗死等严重心

脑血管事件是否发生、何时发生难以预测，但发生心脑

血管事 件 的 风 险 水 平 不 仅 可 以 评 估，也 应 该 评 估。虽

然高血压及血压水平是影响心血管事件发生和预后的

独立危险因素，但是并非惟一决定因素。大部分高血

压患者还有血压升高以外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因此，
高血压患者的诊断和治疗不能只根据血压水平，必须

对患者进行心血管风险的评估并分层。高血压患者的

心血管风险分层，有利于确定启动降压治疗的时机，有
利于采用优化的降压治疗方案，有利于确立合适的血

压控制目标，有利于实施危险因素的综合管理。
本指南仍采用２００５年指南的分层原则和基本内

容，将高血压患者按心血管风险水平分为低危、中危、
高危和很高危４个层次（表５）。根据以往我国高血压

防治指南实施情况和有关研究进展，对影响风险分层

的内容作了部分修改（表６）。将糖耐量受损和（或）空

腹血糖异常列为影响分层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将判定

腹型肥胖的腰围标准改为男性≥９０ｃｍ，女性≥８５ｃｍ；
将ｅ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颈 股 动 脉ＰＷＶ
≥１２ｍ／ｓ和ＡＢＩ＜０．９列为影响分层的靶器官损害指

标界值。

表５　高血压患者心血管风险水平分层

　　其他危险因素和病史
高血压

１级 ２级 ３级

无 　低危 　中危 　高危

１～２个其他危险因素 　中危 　中危 　很高危

≥３个其他危险因素或靶器官损害 　高危 　高危 　很高危

临床并发症或合并糖尿病 很高危 很高危 很高危

　　注：１级高血压：收缩压１４０～１５９ｍｍ　Ｈｇ和（或）舒张压９０～９９ｍｍ　Ｈｇ；

２级高血压：收缩压１６０～１７９ｍｍ　Ｈｇ和（或）舒张压１００～１０９ｍｍ　Ｈｇ；

３级高血压：收缩压≥１８０ｍｍ　Ｈｇ和（或）舒张压≥１１０ｍｍ　Ｈｇ。

表６　影响高血压患者心血管预后的重要因素

　　　　　　心血管危险因素 　　　　　　靶器官损害 　　　　　　伴临床疾患

·高血压（１～３级） ·左心室肥厚 ·脑血管病

·年龄＞５５（男性）；＞６５岁（女性） 　心电图：Ｓｏｋｏｌｏｗ－Ｌｙｏｎ＞３８ｍｍ或 　脑出血，缺血性脑卒中，
·吸烟 　Ｃｏｒｎｅｌｌ＞２４４０ｍｍ·ｍｓ；超声心动图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糖耐量受损（餐后２ｈ血糖７．８～１１．０ｍｍｏｌ／Ｌ）　ＬＶＭＩ≥１２５（男性），≥１２０ｇ／ｍ２（女性） ·心脏疾病

　和（或）空腹血糖受损（６．１～６．９ｍｍｏｌ／Ｌ） ·颈动脉超声ＩＭＴ≥０．９ｍｍ或动脉粥样斑块 　心肌梗死史，心绞痛，冠状动脉
·血脂异常 ·颈股动脉ＰＷＶ≥１２ｍ／ｓ 　血运重建史，慢性心力衰竭

　总胆固醇≥５．７ｍｍｏｌ／Ｌ（２２０ｍｇ／ｄＬ）或 ·ＡＢＩ＜０．９ ·肾脏疾病

　ＬＤＬ－Ｃ＞３．３ｍｍｏｌ／Ｌ（１３０ｍｇ／ｄＬ）或 ·ｅＧＦＲ降低［ｅＧＦＲ＜６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　糖尿病肾病，肾功能受损，
　ＨＤＬ－Ｃ＜１．０ｍｍｏｌ／Ｌ（４０ｍｇ／ｄＬ） 　或血清肌酐轻度升高 　肌酐≥１３３（１．５，男性），
·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一级亲属 　１１５～１３３μｍｏｌ／Ｌ（１．３～１．５ｍｇ／ｄＬ，男性） 　≥１２４μｍｏｌ／Ｌ（１．４ｍｇ／ｄＬ，女性）
　发病年龄＜５５（男性），＜６５岁（女性）］ 　１０７～１２４μｍｏｌ／Ｌ（１．２～１．４ｍｇ／ｄＬ，女性） 　尿蛋白≥３００ｍｇ／２４ｈ
·腹型肥胖［腰围≥９０（男性）， ·尿微量白蛋白３０～３００ｍｇ／２４ｈ或 ·外周血管疾病

　≥８５ｃｍ（女性）］或 　白蛋白／肌酐≥３０ｍｇ／ｇ ·视网膜病变

　肥胖（ＢＭＩ≥２８ｋｇ／ｍ２） 　（３．５ｇ／ｍｏｌ） 　出血或渗出，视乳头水肿
·血同型半胱氨酸升高 ·糖尿病

　（≥１０μｍｏｌ／Ｌ） 　空腹血糖≥７．０ｍｍｏｌ／Ｌ（１２６ｍｇ／ｄＬ），
　餐后２ｈ血糖≥１１．１ｍｍｏｌ／Ｌ（２００ｍｇ／ｄＬ），
　糖化血红蛋白≥６．５％

　　注：Ｌ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ＢＭＩ：体质量指数；ＬＶＭＩ：左心室质量指数；ＩＭＴ：内膜中层厚度；ＡＢＩ：踝臂血压

指数；ＰＷＶ：脉搏波传导速度；ｅＧＦＲ：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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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高血压的治疗

要点８：治疗目标

　　·高血压的主要治疗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心血管

并发症发生与死亡的总体危险，需要治疗所有可逆性心血

管危险因素、亚临床靶器官损害以及各种并存的临床疾病。

　　·降压目标：在患者能耐受的情况下，逐步降压达

标。一般高血压患者，应将血压降至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
以下；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收缩压应控制在１５０ｍｍ　Ｈｇ
以下，如能耐受还可进一步降低；伴有肾脏疾病、糖尿病

和稳定型冠心病的高血压患者治疗宜个体化，一般可以

将血压降至１３０／８０ｍｍ　Ｈｇ以下，脑卒中后的高血压患

者一般血压目标为＜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对急性期的冠心

病或脑卒中患者，应按照相关指南进行血压管理。

　　·舒张压低于６０ｍｍ　Ｈｇ的冠心病患者，应在密

切监测血压的前提下逐渐实现收缩压达标。

５．１　治疗目标　目前，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与保障体

系尚未建成，而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

展水平又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本指南治疗规范初步设

定为标准目标和基本目标。

５．１．１　标准目标　对检出的高血压患者，在非药物治

疗的基础上，使用本指南推荐的起始与维持治疗的抗

高血压药物，特别是每日给药１次能控制２４ｈ血压并

使血压达到治疗目标的药物。同时，控制其他的可逆

性危险因素，并对检出的亚临床靶器官损害和临床疾

患进行有效干预。

５．１．２　基本目标　对检出的高血压患者，在非药物治

疗的基础上，使用国家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批

准 的 任 何 安 全 有 效 的 抗 高 血 压 药 物，包 括 每 日 给 药

２～３次的短、中效药物，使血压达到治疗目标。同时，

尽可能控制其他的可逆性危险因素，并对检出的亚临

床靶器官损害和临床疾患进行有效干预。

高血压治疗的基本原则：①高血压是一种以动脉

血压持续升高为特征的进行性“心血管综合征”，常伴

有其他危险因素、靶器官损害或临床疾患，需要进行综

合干预；②抗高血压治疗包括非药物和药物两种方法，

大多数患者需长期、甚至终生坚持治疗；③定期测量血

压，规范治疗，改善治疗依从性，尽可能实现降压达标，

坚持长期平稳有效地控制血压。

治疗高血压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心脑血

管并发症发生和死亡的总体危险［１９］。因此，应在治疗

高血压的同时，干预所有其他的可逆性心血管危险因

素（如吸烟、血脂异常或肥胖等），并适当处理同时存在

的各种临床情况。危险因素越多，其程度越严重［２０］。

最近，对既往的抗高血压临床试验进行汇总分析

后发现，在高危患者中，虽然经过降压、调脂及其他危

险因 素 的 干 预，患 者 的 心 血 管“剩 余 危 险”仍 然 很

高［２１－２２］。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需要进行更早期的有效

干预，即对低、中危患者进行更积极的治疗，并对检出

的各种亚临床靶器官损害进行有效干预，以预防或延

缓此类患者的疾病发展进入高危阶段。

对血压处于正常高值范围的人群，降压治疗可以

预防或延缓高血压发生［２３］，但降压治疗是否能够降低

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尚需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研究。
高血压患者的降压目标：在患者能耐受的情况下，

逐步 降 压 达 标。一 般 高 血 压 患 者，应 将 血 压 降 至

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以下［２４］；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收缩压

应控制在１５０ｍｍ　Ｈｇ以下［２５－２６］，如能耐受还可进一步

降低；伴有肾脏疾病、糖尿病或病情稳定的冠心病的高

血 压 患 者 治 疗 更 宜 个 体 化，一 般 可 以 将 血 压 降 至

１３０／８０ｍｍ　Ｈｇ以 下［２７－３１］，脑 卒 中 后 的 高 血 压 患 者 一

般血压目标为＜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３２］。处于急性期的冠

心病或脑卒 中 患 者，应 按 照 相 关 指 南 进 行 血 压 管 理。
舒张压低于６０ｍｍ　Ｈｇ的冠心病患者，应在密切监测

血压的前提下逐渐实现收缩压达标。

５．２　治疗策略　按低危、中危、高危及很高危分层，应
全面评估患者的总体危险，并在危险分层的基础上作

出治疗决策。

５．２．１　高危、很高危患者　一旦确诊，立即开始对高

血压及并存的危险因素和临床情况进行综合治疗。

５．２．２　中危患者　先对患者的血压及其他危险因素

进行为期数周的观察，反复测量血压，尽可能进行２４ｈ
动态血压监测或家庭血压监测评估靶器官损害情况，
然后决定是否以及何时开始药物治疗。

５．２．３　低危患者　对患者进行较长时间的观察，反复

测量血压，尽可能进行２４ｈ动态血压监测或家庭血压

监测，评估靶器官损害情况，然后决定是否以及何时开

始药物治疗。

　　初诊高血压患者的评估及监测程序见图１。

图１　初诊高血压患者的评估及监测程序

·０１７· 中华高血压杂志　２０１１年８月第１９卷第８期　Ｃｈｉｎ　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Ｖｏｌ．１９Ｎｏ．８



５．３　非药物治疗（生活方式干预）

要点９：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任何时候，对任何高血压患

者（包括正常高值血压），都是有效的治疗方法，可降低

血压、控制其他危险因素和临床情况。

　　·生活方式干预降低血压和心血管危险的作用肯

定，所有患者都应采用，主要措施包括：

　　　减少钠盐摄入，增加钾盐摄入；

　　　控制体质量；

　　　戒烟；

　　　不过量饮酒；

　　　体育运动；

　　　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

　　在本指南中，非药物治疗主要指生活方式干预，即
去除不利于身体和心理健康的行为和习惯。其不仅可

以预防或延迟高血压的发生，还可以降低血压，提高降

压药物的疗效，从而降低心血管风险。具体内容简述

如下。

５．３．１　减少钠盐摄入　钠盐可明显升高血压，增加高

血压的发病风险，而钾盐则可对抗钠盐升高血压的作

用。我国各地居民的钠盐摄入量均明显高于世界卫生

组织应＜５ｇ／ｄ的 推 荐，而 钾 盐 摄 入 则 严 重 不 足。因

此，所有高血压患者均应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减少钠

盐的摄入量，并增加食物中钾盐的摄入量。主要措施

包括：①尽可 能 减 少 烹 调 用 盐，建 议 使 用 可 定 量 的 盐

勺；②减少味精、酱油等含钠盐的调味品用量；③少食

或不食含钠盐量较高的各类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
香肠以及各类炒货；④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入量；⑤肾

功能良好者，使用含钾的烹调用盐。

５．３．２　控制体质量　超重和肥胖是导致血压升高的

重要原因之一，而以腹部脂肪堆积为典型特征的中心

性肥胖还会进一步增加高血压等心血管与代谢性疾病

的风险，适当降低升高的体质量，减少体内脂肪含量，
可明显降低血压。

衡量超重和肥胖最简便和常用的生理测量指标是

ＢＭＩ［计 算 公 式 为 体 质 量（ｋｇ）／身 高２（ｍ２）］和 腰 围。

ＢＭＩ通常反映全身肥胖程度，腰围主要反映中心性肥

胖的程 度。成 年 人ＢＭＩ　１８．５～２３．９ｋｇ／ｍ２ 为 正 常；

ＢＭＩ　２４～２７．９ｋｇ／ｍ２ 为超重，提示需要控制体质量；

ＢＭＩ≥２８ｋｇ／ｍ２ 为 肥 胖，应 减 重。成 年 人 腰 围＜９０／

８５ｃｍ（男／女）为正常，如腰围≥９０／８５ｃｍ（男／女），提

示需控制体质量［３３］。
最有效的减重措施是控制能量摄入和增加体力活

动。在饮食方面要遵循平衡膳食的原则，控制高热量

食物（高脂肪食物、含糖饮料及酒类等）的摄入，适当控

制主食（碳水化合物）用量。在运动方面，规律的、中等

强度的有氧运动是控制体质量的有效方法。减重的速

度因人而异，通常以 每 周 减 重０．５～１．０ｋｇ为 宜。对

于非药物措施减重效果不理想的重度肥胖患者，应在

医生指导下，使用减肥药物控制体质量。

５．３．３　不吸烟　吸烟是一种不健康行为，是心血管病

和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被动吸烟也会明显增加

心血管疾病危险。吸烟可导致血管内皮损害，明显增

加高血压患者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风险。戒烟

的益处十分肯定，而且任何年龄戒烟均能获益。烟草

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不仅戒断困难，复吸率也

很高。因此，医生应强烈建议并督促高血压患者戒烟，
并指导患者寻求药物辅助戒烟（使用尼古丁替代品、安
非他酮缓释片和伐尼克兰等），同时也应对戒烟成功者

进行随访和监督，避免复吸。

５．３．４　限制饮酒　长期大量饮酒可导致血压升高，限
制饮酒量则可明显降低高血压的发病风险。我国男性

长期大量饮酒者较多，在畲族等几个少数民族女性也

有饮酒的习惯。所有患者均应控制饮酒量，每日酒精

摄入量不应超过２５（男性）、１５ｇ（女性）［１１］。不提倡高

血压患者饮酒，如饮酒，则应少量：白酒或葡萄酒（或米

酒）或啤酒的量分别少于５０、１００和３００ｍＬ／ｄ［３４－３５］。

５．３．５　体育运动　一般的体力活动可增加能量消耗，
对健康十分有益。定期的体育锻炼则可产生重要的治

疗作用，可降低血压、改善糖代谢等。因此，建议每天

应进行适当的体力活动（每天３０ｍｉｎ左右）；而每周则

应有３次以上的有氧体育锻炼，如步行、慢跑、骑车、游
泳、做健美操、跳舞和非比赛性划船等。典型的体力活

动计划包括３个阶段：①５～１０ｍｉｎ的轻度热身活动；

②２０～３０ｍｉｎ的 耐 力 活 动 或 有 氧 运 动；③放 松 阶 段，
约５ｍｉｎ，逐渐减少用力，使心脑血管系统的反应和身

体产热功能逐渐稳定下来。运动的形式和运动量均应

根据个人的兴趣、身体状况而定。

５．３．６　减轻精神压力，保持心理平衡　心理或精神压

力引起心理应激（反应），即人体对环境中心理和生理

因素的刺激作出的反应。长期、过度的心理反应，尤其

是负性的心理反应会明显增加心血管风险。精神压力

增加的主要原因包括过度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以及病态

心理，包括抑郁症、焦虑症、Ａ型性格（一种以敌意、好

胜和妒忌心理及时间紧迫感为特征的性格）、社会孤立

和缺乏社会支持等。应采取各种措施，帮助患者预防

和缓解精神压力以及纠正和治疗病态心理，必要时建

议患者寻求专业心理辅导或治疗。
根据上述建议防治高血压非药物措施归纳于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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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高血压非药物治疗措施及效果

　内　容 　　目　　标 　　　　　　　　　　　　　　措　　施 收缩压下降范围

减少钠盐 每人钠盐摄入量逐步 １．日常生活中钠盐主要来源为腌制、卤制、泡制的食品以及烹饪用盐，应尽量少用上述食品。 ２～８ｍｍ　Ｈｇ

　摄入 　降至＜６ｇ／ｄ　 ２．建议在烹调时尽可能用量具（如盐勺）称量加用的钠盐。

３．用替代产品，如代用盐、食醋等。

体育运动 强度：中等量，每周３～ １．运动的形式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灵活选择，步行、快走、慢跑、游泳、太极拳等均可。 ４～９ｍｍ　Ｈｇ

　５次，每次持续 ２．应注意量力而行，循序渐进。运动的强度可通过心率来反映，可参考脉率公式。

　３０ｍｉｎ左右 ３．目标对象为没有严重心血管病的患者。

合理膳食 营养均衡 １．食用油，包括植物油（素油）每人＜２５ｇ／ｄ。 ８～１４ｍｍ　Ｈｇ

２．少吃或不吃肥肉和动物内脏。

３．其他动物性食品也不应超过５０～１００ｇ／ｄ。

４．多吃蔬菜、４００～５００ｇ／ｄ，水果１００ｇ／ｄ。

５．每人每周可吃蛋类５个。

６．适量豆制品或鱼类，奶类２５０ｇ／ｄ。

控制体质量 ＢＭＩ＜２４ｋｇ／ｍ２， １．减少总的食物摄入量。 ５～２０ｍｍ　Ｈｇ／

　腰围＜９０（男性）， ２．增加足够的活动量。 　减重１０ｋｇ

　＜８５ｃｍ（女性） ３．肥胖者若非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可考虑辅助用减肥药物。

戒烟 彻底戒烟，避免 １．宣传吸烟危害与戒烟的益处。

　被动吸烟 ２．为有意戒烟者提供戒烟帮助。一般推荐采用突然戒烟法，在戒烟日完全戒烟。

３．戒烟咨询与戒烟药物结合。

４．公共场所禁烟，避免被动吸烟。

限制饮酒 每天白酒＜５０ｍＬ或 １．宣传过量饮酒的危害，过量饮酒易患高血压。 ２～４ｍｍ　Ｈｇ

　葡萄酒＜１００ｍＬ　 ２．高血压患者不提倡饮酒。

　或啤酒＜３００ｍＬ　 ３．酗酒者逐渐减量；酒瘾严重者，可借助药物。

　　注：ＢＭＩ：体质量指数。

５．４　高血压的药物治疗

５．４．１　药物治疗的策略

５．４．１．１　药物治疗的目的　对高血压患者实施降压

药物治疗的目的是，通过降低血压，有效预防或延迟脑

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发生；
有效控制高血压的疾病进程，预防高血压急症、亚急症

等 重 症 高 血 压 发 生。 较 早 进 行 的 以 舒 张 压

（≥９０ｍｍ　Ｈｇ）为 入 选 标 准 的 降 压 治 疗 试 验 显 示，舒

张压每降低５ｍｍ　Ｈｇ（收缩压降低１０ｍｍ　Ｈｇ）可使脑

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分别降低４０％和１４％；稍
后进行的单纯 收 缩 期 高 血 压（收 缩 压≥１６０ｍｍ　Ｈｇ，
舒张压＜９０ｍｍ　Ｈｇ）降压治疗试验显示，收缩压降低

１０ｍｍ　Ｈｇ，舒张压降低４ｍｍ　Ｈｇ可使脑卒中和缺血

性心脏病的风险分别降低３０％和２３％。

５．４．１．２　降压达标的方式　将血压降低到目标水平

可以明显降低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风险。但在达到上述

治疗目标后，进 一 步 降 低 血 压 是 否 仍 能 获 益，尚 不 确

定。有研 究 显 示，冠 心 病 患 者 的 舒 张 压＜６０ｍｍ　Ｈｇ

时，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可能会增加［３６］。
应及时将血压降低到上述目标血压水平，但并非

越快越好。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应根据病情在数周至

数月内将血压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年轻、病程较短的

高血压患者，可较快达标。但老年人、病程较长或已有

靶器官损害或并发症的患者，降压速度宜适度缓慢。

５．４．１．３　降压药物治疗的时机　高危、很高危或３级

高血压患者，应立即开始降压药物治疗。确诊的２级

高血压患者，应考虑开始药物治疗；１级高血压患 者，
可在生活方 式 干 预 数 周 后，血 压 仍≥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
时，再开始降压药物治疗［３７］。

５．４．２　降压治疗的临床试验证据　以心脑血管并发

症为主要研究目标的随机对照降压治疗临床试验为高

血压的治疗与管理建立了理论基础。自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数十个以高血压患者

为研究对象的临床试验，大致可以分为４种类型。较

早期的降压治疗试验，主要研究积极降压治疗与安慰

剂或不治疗对比是否能够明显降低心脑血管并发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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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这些研究的结果一致显示，通过降低血压可以明

显降低各种类型的高血压患者发生心脑血管并发症的

风险。这是我们治疗与管理各种类型的高血压最重要

的理论基础和循证证据。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多个不同种类的药物之间进

行对比的临床试验，主要探讨较新的降压药物如钙拮

抗剂、ＡＣＥＩ、ＡＲＢ等与传统的降压药物如噻嗪类利尿

剂、β受体阻断剂相比，是否能够更有效预防心脑血管

并发症，这些临床试验的结果显示，降低血压是这些降

压药物减少 心 脑 血 管 并 发 症 的 最 主 要 原 因［３８］。药 物

之间的差别总体很小［３９］，但就特定并发症而言仍有差

别。不同联合治疗试验结果也有差异。氯沙坦干预以

减少高血压 终 点 研 究 治 疗 伴 左 心 室 肥 厚 的 高 血 压 患

者，结果表明氯沙坦±氢氯噻嗪比阿替洛尔±氢氯噻

嗪组明显降 低 复 合 心 血 管 事 件［４０］。北 欧 心 脏 结 局 研

究（Ａｎｇｌｏ－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ｔｒｉａｌ－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ｒｍ　ｓｔｕｄｙ，ＡＳＣＯＴ－ＢＰＬＡ）［４１］结果

表明，氨氯地平±培哚普利组与阿替洛尔±苄氟噻嗪

组相比较，前者降低心血管风险更明显。联合降压治

疗避免心血管事件试验［４２］结果表明，贝那普利＋氨氯

地平联合方案优于贝那普利＋氢氯噻嗪，可明显降低

复合终点事件。
近年来，降压治疗临床试验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

种是选择高血压患者，通过对比强化与非强化的血压

管理，寻找一个最佳的目标血压。另一种类型的试验

则选择高心血管风险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更低一

些的血压是否能够更有效降低心脑血管并发症风险。
这些试验通常不考虑入选者在入选时的血压水平，既

有高血压患者，也有血压正常或已经控制到正常的患

者。结果血压更低的一组，有些并发症的风险有较明

显下 降［４３］，但 也 有 一 些 并 发 症 的 风 险 则 有 上 升 趋

势［４４］。这些试验结果提示，在达到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以

下的达标水平后，进一步降低血压应坚持个体化原则，
应充分考虑患者的疾病特征以及降压治疗方案的组成

及其实施方法。
我国也独立完成了一系列降压治疗临床试验，并

为多个国际多中心的临床试验作出贡献。较早进行的

中国老 年 收 缩 期 降 压 治 疗 临 床 试 验（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ｈｙｐｅｒ－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ｙｓｔ－Ｃｈｉｎａ）［２５］以及上海老龄人群硝

苯地平研究（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ｎｉｆｅｄｉｐ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
ｌｙ，ＳＴＯＮＥ）［２６］和成都硝苯地平临床试验等证实，以尼

群地平、硝苯地平等钙拮抗剂为基础的积极降压治疗

方案可明显降低我国高血压患者脑卒中的发生与死亡

率。在此基础上，非洛地平减少心脑血管并发症研究

（ｆｅｌｏｄｉｐｉｎｅ　ｅｖｅｎ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ＦＥＶＥＲ）［４５］显 示，
氢氯噻嗪＋非洛地平与单用氢氯噻嗪相比，虽加用非

洛地平组血压只进一步降低了４／２ｍｍ　Ｈｇ，但致死与

非致死性脑卒中的发生降低了２７％［４６］。进一步进行

ＦＥＶＥＲ试 验 事 后 分 析 发 现，治 疗 后 平 均 血 压 水 平 低

于１２０／７０ｍｍ　Ｈｇ时，脑卒中、心脏事件和总死亡危险

最低。正在进行的我国高血压综合防治研究（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ｓｔｕｄｙ，ＣＨＩＥＦ）阶

段报告表明，初始用小剂量氨氯地平与替米沙坦或复

方阿米洛利联合治疗，可明显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

水平，高血压的 控 制 率 可 达８０％左 右，提 示 以 钙 拮 抗

剂为基础的联合治疗方案是我国高血压患者的优化降

压方案之一［４７－４８］。
除了上述降压治疗的一级预防临床试验，我国还

在脑卒中后降压治疗二级预防临床试验领域作出了贡

献。我国独立完成的中国脑卒中后抗高血压治疗研究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ＰＡＴＳ）［４９］

是国际上第一个较大规模的安慰剂对照的脑卒中后二

级 预 防 降 压 治 疗 临 床 实 验，结 果 表 明，吲 达 帕 胺

（２．５ｍｇ／ｄ）治 疗 组 与 安 慰 剂 组 相 比，血 压 降 低 了

５／２ｍｍ　Ｈｇ，脑卒中 的 发 生 率 降 低 了２９％。此 后，我

国还积极参加了国际合作脑卒中后降压治疗预防再发

研 究（ｐｅｒｉｎｄｏｐｒｉ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ｒｏｋｅ
ｓｔｕｄ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５０］，并入选了整个试验６１０５例患

者中约１／４的病例，结果表明，培哚普利＋吲达帕胺或

单用培哚普利治疗总体降低脑卒中再发危险２８％，培

哚普利＋吲达帕胺联合降压效果优于单用培哚普利；
亚组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与日本等亚洲研究对象脑

卒中风险下 降 的 幅 度 更 大［５０］；事 后 分 析 的 结 果 显 示，
治疗后平均血压最低降至１１２／７２ｍｍ　Ｈｇ仍未见到Ｊ
形曲线［５１］。我国所入选的１５２０例患者进一步进行了

随访观察，平均６年随访的数据证实，降压治疗明显降

低脑卒中再发危险，总死亡以及心肌梗死的危险也呈

下降趋势［５２－５３］。
我国学者 也 积 极 参 加 了 老 老 年 高 血 压 治 疗 研 究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ｒｉａｌ，ＨＹＶＥＴ）与降

压降糖治疗２型糖尿病预防血管事件的研究（ｔｈｅ　ａ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ｔｅｒａｘ　ａｎｄ　ｄｉａ－
ｍｉｃｒｏｎ　Ｍ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

ＨＹＶＥＴ研究［５４］结 果 显 示，在 收 缩 压＞１６０ｍｍ　Ｈｇ
的高龄老年（≥８０岁）高血压患者中进行降压治疗，采

用缓释吲达帕胺将收缩压降低至＜１５０ｍｍ　Ｈｇ，与安

慰剂相比，可减少脑卒中及死亡危险。ＡＤＶＡＮＣＥ研

究［５５］结果则显示，在糖尿病患者中采用低剂量培哚普

利＋吲达帕胺复方制剂进行降压治疗，与常规降压治

疗相比，将血压降低５．６／２．２ｍｍ　Ｈｇ，平均血压 达 到

１３４／７５ｍｍ　Ｈｇ，可 降 低 大 血 管 和 微 血 管 联 合 终 点 事

件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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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述，高血压患者的风险不仅取决于血压水

平，还取决于患者的并发症、合并症以及其他心血管危

险因素［５６］。血同 型 半 胱 氨 酸 升 高 水 平 与 脑 卒 中 风 险

呈正相关，我国进行的多种维生素治疗试验及有关叶

酸荟萃分析显示，补充叶酸可降低血同型半胱氨酸水

平，从而明显降低脑卒中风险［５７－５９］。但补充叶酸对我

国高血压患者脑卒中的预防作用仍有待进行更大规模

临床试验研究。
近年来，高血压靶器官亚临床病变检测技术发展

迅速，如超声心动图诊断左心室肥厚、血管超声检测动

脉ＩＭＴ、蛋白尿、新发糖尿病等，以上述中间心血管检

测指标为主要研究目标的临床试验广泛开展，针对中

间检测指标的亚组分析、事后分析逐年增多［６０－６４］。此

类研究需要的样本量通常较小，可以在１年内观察到

明显变化，对于探讨高血压损伤机制或降压治疗的保

护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并希望中间指标与硬终点一致，
最终以中间终点替代硬终点从而极大地缩短时间、降

低临床试验的成本，但目前尚不能用中间终点试验替

代以心脑血管并发症为研究目标的临床试验。
此外本指南也参考了其他的临床研究，这些研究

结果同样提供了一系列证据［６５－７９］。

５．４．３　降压药物应用的基本原则　降压治疗药物应

用应遵循以下４项原则，即小剂量开始，优先选择长效

制剂，联合用药及个体化。

５．４．３．１　小剂量　初始治疗时通常应采用较小的有

效治疗剂量，并根据需要，逐步增加剂量。

５．４．３．２　优 先 应 用 长 效 制 剂　尽 可 能 使 用 给 药

１次／ｄ而有持续２４ｈ降压作用的长效药物，以有效控

制夜间血压与晨峰血压，更有效预防心脑血管并发症

发生。如使用中、短效制剂，则需给药２～３次／ｄ，以达

到平稳控制血压。

５．４．３．３　联合用药　可增加降压效果又不增加不良

反应，在低剂量单药治疗疗效不满意时，可以采用２种

或多种降压 药 物 联 合 治 疗。事 实 上，２级 以 上 高 血 压

为达到目标血压常需联合治疗。对血压≥１６０／１００、高
于目标血压２０／１０ｍｍ　Ｈｇ或高危及以上患者，起始即

可采用小剂量２种药物联合治疗，或用固定配比复方

制剂［８０－８６］。

５．４．３．４　个体化　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和耐受性及个

人意愿或长期承受能力，选择适合患者的降压药物。

５．４．４　常用降压 药 物 的 种 类 和 作 用 特 点（表８～１０）
常用降压药 物 包 括 钙 拮 抗 剂、ＡＣＥＩ、ＡＲＢ、利 尿 剂 和

β受体阻滞剂５类，以 及 由 上 述 药 物 组 成 的 固 定 配 比

复方制剂。此外，α受 体 阻 滞 剂 或 其 他 种 类 降 压 药 有

时亦可应用于某些高血压人群。

表８　常用的各种降压药

　口服降压
　　药物

剂量
（ｍｇ／ｄ）

服药
（次／ｄ） 　主要不良反应

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 踝部水肿，头痛，潮红

　硝苯地平 １０～３０　 ２～３ 　

　　缓释片 １０～８０　 ２ 　

　　控释片 ３０～６０　 １

　氨氯地平 ２．５～１０．０　 １

　左旋氨氯地平 １．２５～５．００　 １

　非洛地平缓释片 ２．５～１０．０　 １

　拉西地平 ４～８　 １

　尼卡地平 ４０～８０　 ２

　尼群地平 ２０～６０　 ２～３

　贝尼地平 ４～８　 １

　乐卡地平 １０～２０　 １

非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 房室传导阻滞，心功能

　维拉帕米 ８０～４８０　 ２～３ 　抑制

　维拉帕米缓释片 １２０～４８０　 １～２

　地尔硫卓胶囊 ９０～３６０　 １～２

噻嗪类利尿剂 血钾降低，血钠降低，

　氢氯噻嗪 ６．２５～２５．００　 １ 　血尿酸升高

　氯噻酮ａ １２．５～２５．０　 １ 　

　吲达帕胺 ０．６２５～２．５００　 １ 　

　吲达帕胺缓释片 １．５　 １

襻利尿剂 血钾减低

　呋噻米 ２０～８０　 １～２

保钾利尿剂 血钾增高

　阿米洛利 ５～１０　 １～２

　氨苯蝶啶 ２５～１００　 １～２

醛固酮拮抗剂

　螺内酯 ２０～６０　 １～３ 血钾增高，男性乳房发育

　依普利酮 ５０～１００　 １～２ 血钾增高

β受体阻滞剂 支气管痉挛，心功能抑制

　比索洛尔 ２．５～１０．０　 １　

　美托洛尔平片 ５０～１００　 ２

　美托洛尔缓释片 ４７．５～１９０．０　 １

　阿替洛尔 １２．５～５０．０　 １～２

　普萘洛尔 ２０～９０　 ２～３

　倍他洛尔 ５～２０　 １

α－β受体阻滞剂 体位性低血压，支气管

　拉贝洛尔 ２００～６００　 ２ 　痉挛

　卡维地洛 １２．５～５０．０　 ２

　阿罗洛尔 １０～２０　 １～２

ＡＣＥＩ 咳嗽，血钾升高，血管

　卡托普利 ２５～３００　 ２～３ 　神经性水肿

　依那普利 ２．５～４０．０　 ２　

　贝那普利 ５～４０　 １～２

　赖诺普利 ２．５～４０．０　 １

　雷米普利 １．２５～２０．００　 １

　福辛普利 １０～４０　 １

　西拉普利 １．２５～５．００　 １

　培哚普利 ４～８　 １

　咪哒普利 ２．５～１０．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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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口服降压
　　药物

剂量
（ｍｇ／ｄ）

服药
（次／ｄ） 　主要不良反应

ＡＲＢ 血钾升高，血管性

　氯沙坦 ２５～１００　 １ 　神经水肿（罕见）

　缬沙坦 ８０～１６０　 １

　厄贝沙坦 １５０～３００　 １

　替米沙坦 ２０～８０　 １

　坎地沙坦 ４～３２　 １

　奥美沙坦 ２０～４０　 １

α受体阻滞剂 体位性低血压

　多沙唑嗪 １～１６　 １

　哌唑嗪 １～１０　 ２～３

　特拉唑嗪 １～２０　 １～２

中枢作用药物

　利血平 ０．０５～０．２５　 １ 鼻充血，抑郁，心动

　过缓，消化性溃疡

　可乐定 ０．１０～０．８０　 ２～３ 低血压，口干，嗜睡

　可乐定贴片 ０．２５　 １／周 皮肤过敏

　甲基多巴 ２５０～１０００　 ２～３ 肝功能损害，免疫失调

直接血管扩张药

　米诺地尔ａ ５～１００　 １ 多毛症

　肼屈嗪 ２５～１００　 ２ 狼疮综合征

肾素抑制剂 血钾升高，血管性

　阿利吉仑ｂ　 １５０～３００　 １ 　水肿（罕见）

　　注：ＡＣＥＩ：血管紧张 素 转 换 酶 抑 制 剂；ＡＲＢ：血 管 紧 张 素 受 体 拮 抗

体；ａ 欧美国家上市，中国未上市；ｂ 中国已批准注册。

　　本指南建议５大类降压药物均可作为初始和维持

用药，应根据患者的危险因素、亚临床靶器官损害以及

合并临床疾患情况，合理使用药物。优先选择某类降

压药物［３６，８７］，有 时 又 可 将 这 些 临 床 情 况 称 为 适 应 证

（表１１、１２，图２）。

　　注：ＡＣＥＩ：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Ｒ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

抗剂。Ａ：ＡＣＥＩ或ＡＲＢ；Ｂ：β受 体 阻 滞 剂；Ｃ：钙 拮 抗 剂；Ｄ：噻 嗪 类

利尿剂；α：α受体阻滞剂；Ｆ：低剂量固定复方制剂。

图２　选择单药或联合降压治疗流程图

表９　固定配比复方制剂

　主要组分与每片剂量
　　　（ｍｇ）

服药
（片／ｄ）

服药
（次／ｄ）

主要不良反应

复方利血平片（利血平 １～３　 ２～３ 消化性溃疡，

　０．０３２／氢氯噻嗪３．１／ 　困倦

　双肼屈嗪４．２／
　异丙嗪２．１）
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 １～２　 １ 消化性溃疡，
　（利血平０．１／氨苯蝶啶 　头痛，血钾

　１２．５／氢氯噻嗪１２．５／ 　异常

　双肼屈嗪１２．５）
珍菊降压片（可乐定０．０３／ １～２　 ２～３ 低血压；血钾

　氢氯噻嗪５） 　异常

氯沙坦钾／氢氯噻嗪 偶见血管神经性

　（氯沙坦钾５０／氢氯噻嗪１２．５）１　 １ 　水肿，血钾

　（氯沙坦钾１００／氢氯噻嗪１２．５）１　 １ 　异常

缬沙坦／氢氯噻嗪 １～２　 １ 偶见血管神经性

　（缬沙坦８０／ 　水肿，血钾

氢氯噻嗪１２．５） 　异常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 １　 １ 偶见血管神经性

　（厄贝沙坦１５０／ 　水肿，血钾

　氢氯噻嗪１２．５） 　异常

替米沙坦／氢氯噻嗪 １　 １ 偶见血管神经性

　（替米沙坦４０／ 　水肿，血钾

　氢氯噻嗪１２．５） 　异常

替米沙坦／氢氯噻嗪 １　 １ 偶见血管神经性

　（替米沙坦８０／ 　水肿，血钾

　氢氯噻嗪１２．５） 　异常

奥美沙坦／氢氯噻嗪 １　 １ 偶见血管神经性

　（奥美沙坦２０／ 　水肿，血钾

　氢氯噻嗪１２．５） 　异常

卡托普利／氢氯噻嗪 １～２　 １～２ 咳嗽，偶见血管

　（卡托普利１０／ 　神经性水肿，
　氢氯噻嗪６） 　血钾异常

赖诺普利／氢氯噻嗪片 １　 １ 咳嗽，血钾异常

　（赖诺普利１０／
　氢氯噻嗪１２．５）
复方依那普利片 １　 １ 咳嗽，偶见血管
（依那普利５／ 　神经性水肿，
　氢氯噻嗪１２．５） 　血钾异常

贝那普利／氢氯噻嗪 １　 １ 咳嗽，偶见血管

　（贝那普利１０／ 　神经性水肿，
　氢氯噻嗪１２．５） 　血钾异常

培哚普利／吲达帕胺 １　 １ 咳嗽，偶见血管

　（培哚普利４／ 　神经性水肿，
　吲达帕胺１．２５） 　血钾异常

氨氯地平／缬沙坦 １　 １ 头痛，踝部水肿，
　（氨氯地平５／ 　偶见血管神经性

　缬沙坦８０） 　水肿

氨氯地平／贝那普利 １　 １ 头痛，踝部水肿，
　（氨氯地平５／ 偶见血管神

　贝那普利１０） 　经性水肿

复方阿米洛利 １　 １ 血钾异常，尿酸

　（阿米洛利２．５／ 　升高

　氢氯噻嗪２５）
尼群地平／阿替洛尔 头痛，踝部水肿，
　（尼群地平１０／ １　 １～２ 　支气管痉挛，
　阿替洛尔２０） 　心动过缓

　（尼群地平５／阿替洛尔１０） １～２　 １～２
依那普利／叶酸片 １～２　 １～２ 咳嗽，恶心，偶见

　（依那普利１０／叶酸０．８ 　血管神经性水肿

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 １　 １ 头痛，踝部水肿，
　（氨氯地平５／ 　肌肉疼痛，
　阿托伐他汀１０） 　转氨酶升高

　　注：降压药使用方法详 见 国 家 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批 准 的 有 关 药

物的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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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高血压急症静脉注射或肌肉注射用降压药

　药名 　　　　　　剂　　　量 起效时间（ｍｉｎ） 持续时间 　　　不良反应

硝普钠 ０．２５～１０．００μｇ／（ｋｇ·ｍｉｎ）静脉注射 立即 １～２ｍｉｎ 恶心、呕吐、肌颤、出汗

硝酸甘油 ５～１００μｇ／ｍｉｎ静脉注射 ２～５　 ５～１０ｍｉｎ 头痛、呕吐

酚妥拉明 ２．５～５．０ｍｇ静脉注射，０．５～１．０ｍｇ／ｍｉｎ静脉注射 １～２　 １０～３０ｍｉｎ 心动过速、头痛、潮红

尼卡地平 ０．５～１０．０μｇ／（ｋｇ·ｍｉｎ）静脉注射 ５～１０　 １～４ｈ 心动过速、头痛、潮红

艾司洛尔 ２５０～５００μｇ／ｋｇ静脉注射，此后５０～３００μｇ／（ｋｇ·ｍｉｎ） １～２　 １０～２０ｍｉｎ 低血压，恶心

　静脉注射

乌拉地尔 １０～５０ｍｇ静脉注射６～２４ｍｇ／ｈ　 ５　 ２～８ｈ 头晕，恶心，疲倦

地尔硫卓 １０ｍｇ静脉注射，５～１５μｇ／（ｋｇ·ｍｉｎ）静脉注射 ５ 　３０ｍｉｎ 低血压，心动过缓

二氮嗪 ２００～４００ｍｇ／（ｋｇ·ｍｉｎ）静脉注射，累计不超过６００ｍｇ　 １　 １～２ｈ 血糖过高，水钠潴留

拉贝洛尔 ２０～１００ｍｇ静脉注射，０．５～２．０ｍｇ／ｍｉｎ静脉注射， ５～１０　 ３～６ｈ 恶心、呕吐、头麻、支气管痉挛、

　２４ｈ不超过３００ｍｇ 　传导阻滞、体位性低血压

依那普利拉 １．２５～５．００ｍｇ每６ｈ静脉注射 １５～３０　 ６～１２ｈ 高肾素状态血压陡降、变异度较大

肼苯哒嗪 １０～２０ｍｇ静脉注射 １０～２０　 １～４ｈ 心动过速、潮红、头痛、

１０～４０ｍｇ肌肉注射 ２０～３０　 ４～６ｈ 　呕吐、心绞痛加重

非诺多泮 ０．０３～１．６０μｇ／（ｋｇ·ｍｉｎ）静脉注射 ＜５ 　３０ｍｉｎ 心动过速、头痛、恶心、潮红

　　注：急症降压药使用详见各种药物的说明书。

表１１　常用降压药的适应证

　　适应证 钙拮抗剂 ＡＣＥＩ　 ＡＲＢ　 Ｄ β受体阻滞剂

左心室肥厚 ＋ ＋ ＋ ± ±

稳定型冠心病 ＋ ＋ａ ＋ａ － ＋

心肌梗死后 －ｂ ＋ ＋ ＋ｃ ＋

心力衰竭 － ＋ ＋ ＋ ＋

心房颤动预防 － ＋ ＋ － －

脑血管病 ＋ ＋ ＋ ＋ ±

颈动脉ＩＭＴ增厚 ＋ ± ± － －

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尿 － ＋ ＋ － －

肾功能不全 ± ＋ ＋ ＋ｄ －

老年人 ＋ ＋ ＋ ＋ ±

糖尿病 ± ＋ ＋ ± －

血脂异常 ± ＋ ＋ － －

　　注：ＩＭＴ：内膜中 层 厚 度；ＡＣＥＩ：血 管 紧 张 素 转 换 酶 抑 制 剂；ＡＲＢ：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Ｄ：噻 嗪 类 利 尿 剂；＋：适 用；－：证 据 不 足 或 不

适用；±：可能适用；ａ 冠心病二级预防；ｂ 对伴心肌梗死病史者可用长效

钙拮抗剂控制高血压；ｃ螺内酯；ｄ 襻利尿剂。

５．４．４．１　钙拮抗剂　主要通过阻断血管平滑肌细胞

上的钙离子通道发挥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的作用。包括

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和非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我国

以往完成的较大样本的降压治疗临床试验多以二氢吡

啶类钙拮抗剂为研究用药，并证实以二氢吡啶类钙拮

抗剂为基础的降压治疗方案可明显降低高血压患者脑

卒中风险［６７，７２，８８－８９］。此类药物可与其他４类药联合应

用，尤其适用于老年高血压、单纯收缩期高血压、伴稳

定型心绞痛、冠状动脉或颈动脉粥样硬化及周围血管

病患者［９０］。常见 不 良 反 应 包 括 反 射 性 交 感 神 经 激 活

导致心跳加 快、面 部 潮 红、脚 踝 部 水 肿、牙 龈 增 生 等。
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没有绝对禁忌证，但心动过速与

心力衰竭患者应慎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一般

不推荐使用短效硝苯地平。
临床上常用的非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也可用于

降压治疗，常见不良反应包括抑制心脏收缩功能和传

导功能，有时也会出现牙龈增生。二至三度房室传导

阻滞、心力衰竭患者禁忌使用。因此，在使用非二氢吡

啶类钙拮抗剂前应详细询问病史，应进行心电图检查，
并在用药２～６周内复查。

５．４．４．２　ＡＣＥＩ　作用机制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阻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发挥降压作用。在欧美国家

人群中进行了大量的大规模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此类

药物对于高血压患者具有良好的靶器官保护和心血管

终点事 件 预 防 作 用［６５，９１－９２］。ＡＣＥＩ降 压 作 用 明 确，对

糖脂 代 谢 无 不 良 影 响。限 盐 或 加 用 利 尿 剂 可 增 加

ＡＣＥＩ的降压效 应。尤 其 适 用 于 伴 慢 性 心 力 衰 竭、心

肌梗死后伴心功能不全、心房颤动预防、糖尿病肾病、
非糖尿病肾病、代谢综合征、蛋白尿或微量白蛋白尿患

者。最常见不良反应为持续性干咳，多见于用药初期，
症状较轻者可坚持服药，不能耐受者可改用ＡＲＢ。其

他不良反应有低血压、皮疹，偶见血管神经性水肿及味

觉障碍。长期应用有可能导致血钾升高，应定期监测

血钾和血肌酐水平。禁忌证为双侧肾动脉狭窄、高钾

血症及妊娠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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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常用降压药种类的临床选择

　　分　类 　　适应证
禁忌证

绝对 相对

二氢吡啶类 老年高血压，周围 无 快速型心律

　钙拮抗剂 　血管病，单纯 　失常，心力

　高血压，稳定型 　衰竭

　心绞痛，颈动脉

　粥样硬化，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

非二氢吡啶类 心绞痛，颈动脉粥样 二至三度房室

　钙拮抗剂 　硬化，室上性快速 　传导阻滞，

　心律失常 　心力衰竭

ＡＣＥＩ 心力衰竭，冠心病， 妊娠，高血钾，

　左室肥厚，左心室 　双侧肾动脉

　功能不全，心房颤 　狭窄

　动预防，颈动脉

　粥样硬化，非糖

　尿病肾病，糖尿

　病肾病，蛋白尿／

　微量白蛋白尿，

　代谢综合征

ＡＲＢ 糖尿病肾病，蛋白尿／ 妊娠，高血钾，

　微量白蛋白尿， 　双侧肾动脉

　冠心病，心力衰竭， 　狭窄

　左心室肥厚，心房

　颤动预防，ＡＣＥＩ

　引起的咳嗽，

　代谢综合征

噻嗪类利尿剂 心力衰竭，老年 痛风 妊娠

　高血压，高龄

　老年高血压，

　单纯收缩期

　高血压

襻利尿剂 肾功能不全，

　心力衰竭

醛固酮拮抗剂 心力衰竭，心肌 肾功能衰竭，

　梗死后 　高血钾

β受体阻滞剂 心绞痛，心肌梗 二至三度房室 慢性阻塞性

　死后，快速性 　传导阻滞， 　肺病，周围

　心律失常， 　哮喘 　血管病，糖

　慢性心力 　耐量异常，

　衰竭 　运动员

α受体阻滞剂 前列腺增生， 体位性低血压 心力衰竭

　高血脂

　　注：ＡＣＥＩ：血 管 紧 张 素 转 换 酶 抑 制 剂，ＡＲＢ：血 管 紧 张 素 受 体 拮

抗剂。

５．４．４．３　ＡＲＢ　作用机制是阻断血管紧张素Ⅱ１型

受体发挥降压作用。在欧美国家进行了大量较大规模

的临床试验研究，结 果 显 示，ＡＲＢ可 降 低 有 心 血 管 病

史（冠心病、脑卒中、外周动脉病）的患者心血管并发症

的发生率［９３］和高血压患者心血管事件危险［６９］；降低糖

尿病或肾病患者的蛋白尿及微量白蛋白尿［９４－９５］。尤其

适用于伴左心室肥厚、心力衰竭、心房颤动预防、糖尿

病肾病、冠心病、代谢综合征、微量白蛋白尿或蛋白尿

患者，以及 不 能 耐 受 ＡＣＥＩ的 患 者［６２，９６－９７］。不 良 反 应

少见，偶有腹泻，长期应用可升高血钾，应注意监测血

钾及肌酐水平变化。双侧肾动脉狭窄、妊娠妇女、高钾

血症者禁用。

５．４．４．４　利尿剂　主要通过利钠排尿、降低高血容量

负荷发挥降压作用。用于控制血压的利尿剂主要是噻

嗪类利尿剂。在我国，常用的噻嗪类利尿剂主要是氢

氯噻嗪和吲达帕胺。ＰＡＴＳ［４９］证实吲达帕胺治疗可明

显减少脑卒中再发危险。小剂量噻嗪类利尿剂（如氢

氯噻嗪６．２５～２５．００ｍｇ）对 代 谢 影 响 很 小，与 其 他 降

压药（尤其 ＡＣＥＩ或 ＡＲＢ）合用可明显增加后者 的 降

压作用。此类 药 物 尤 其 适 用 于 老 年 和 高 龄 老 年 高 血

压、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或伴心力衰竭患者，也是难治性

高血压的基 础 药 物 之 一［９８］。其 不 良 反 应 与 剂 量 密 切

相关，故通常应采用小剂量。噻嗪类利尿剂可引起低

血钾，长期应用者应定期监测血钾，并适量补钾，痛风

者禁用。对高尿酸血症，以及明显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后者如需使用利尿剂，应使用襻利尿剂，如呋噻米等。

保钾利尿剂如阿米洛利、醛固酮受体拮抗剂如螺

内酯等有时也可用于控制血压。在利钠排尿的同时不

增 加 钾 的 排 出，在 与 其 他 具 有 保 钾 作 用 的 降 压 药 如

ＡＣＥＩ或ＡＲＢ合 用 时 需 注 意 发 生 高 钾 血 症 的 危 险。
螺内酯长期应用有可能导致男性乳房发育等不良反应。

５．４．４．５　β受体阻 滞 剂　主 要 通 过 抑 制 过 度 激 活 的

交感神经活性、抑制心肌收缩力、减慢心率发挥降压作

用。高选择 性β１ 受 体 阻 滞 剂 对β１ 受 体 有 较 高 选 择

性，因阻断β２ 受体而产生的 不 良 反 应 较 少，既 可 降 低

血压，也 可 保 护 靶 器 官、降 低 心 血 管 事 件 风 险［９９－１０１］。

β受体阻滞剂尤其适用于伴快速性心律失常、冠心病、
慢性心力 衰 竭［１０２－１０３］、交 感 神 经 活 性 增 高 以 及 高 动 力

状态的高血压患者。常见的不良反应有疲乏、肢体冷

感、激 动 不 安、胃 肠 不 适 等，还 可 能 影 响 糖、脂 代 谢。
二、三度心脏传导阻滞、哮喘患者禁用。慢性阻塞型肺

病、运动员、周围血管病或糖耐量异常者慎用。糖脂代

谢异常时一般不首选β受体阻滞剂，必要时也可慎重

选用高选择性β受体阻滞剂。长期应用者突然停药可

发生反跳现象，即原有的症状加重或出现新的表现，较
常见有血压反跳性升高，伴头痛、焦虑等，称之为撤药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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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征。

５．４．４．６　α受体阻滞剂　不作为一般 高 血 压 治 疗 的

首选药，适用于高血压伴前列腺增生患者，也用于难治

性高血压 患 者 的 治 疗［１０４］。开 始 给 药 应 在 入 睡 前，以

预防体位性 低 血 压 发 生，使 用 中 注 意 测 量 坐、立 位 血

压，最好使用控释制剂。体位性低血压者禁用。心力

衰竭者慎用。

５．４．４．７　肾素抑制剂　为一类新型降压药，可明显降

低高 血 压 患 者 的 血 压 水 平［８６，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７］，但 对 心 脑 血 管

事件的影响尚待大规模临床试验的评估。

５．４．５　降压药的联合应用　联合应用降压药物已成

为降压 治 疗 的 基 本 方 法［１０８］。为 了 达 到 目 标 血 压 水

平，许多高血压患者需要应用≥２种降压药物。

５．４．５．１　联合用药的适应证　２级高血压、高于目标

血压２０／１０ｍｍ　Ｈｇ和（或）伴有多种危险因素、靶器官

损害或临床疾患的高危人群，往往初始治疗即需要应

用２种小剂量降压药物，如仍不能达到目标血压，可在

原药基础上加量或可能需要３种，甚至４种以上降压

药物。

５．４．５．２　联合用药的方法　两药联合时，降压作用机

制应具有互补性，同时具有相加的降压作用，并可互相

抵消或减轻不良反应。例如，在应用ＡＣＥＩ或ＡＲＢ基

础上加用小剂量噻嗪类利尿剂，降压效果可以达到甚

至超过将原有的ＡＣＥＩ或ＡＲＢ剂量倍增的降压幅度。
同样加用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也有相似效果。

５．４．５．３　联合用药方案　①ＡＣＥＩ或ＡＲＢ＋噻嗪类

利尿剂：ＡＣＥＩ和 ＡＲＢ可 使 血 钾 水 平 略 有 上 升，能 拮

抗噻嗪类利尿剂长期应用所致的低血钾等不良反应。

ＡＣＥＩ或ＡＲＢ＋噻嗪类利尿剂合用有协同作用，有利

于改善降压 效 果［８２］；②二 氢 吡 啶 类 钙 拮 抗 剂＋ＡＣＥＩ
或ＡＲＢ：钙拮抗剂具有直接扩张动脉的作用，ＡＣＥＩ或

ＡＲＢ既扩张动脉、又 扩 张 静 脉，故 两 药 合 用 有 协 同 降

压作用。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常见的不良反应为踝部

水肿，可 被 ＡＣＥＩ或 ＡＲＢ抵 消。ＣＨＩＥＦ研 究［４７－４８］表

明，小剂量长效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ＡＲＢ初始治疗

高血压患者，可明显提高血压控制率。此外，ＡＣＥＩ或

ＡＲＢ也可部分阻断钙拮抗 剂 所 致 反 射 性 交 感 神 经 张

力增加和心率加快的不良反应；③钙拮抗剂＋噻嗪类

利尿剂：ＦＥＶＥＲ研究［４５］证实，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
噻嗪类利尿剂治疗，可降低高血压患者脑卒中发生的

风险；④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钙拮抗

剂具有的扩张血管和轻度增加心率的作用，恰好抵消

β受体阻滞剂的缩血管及减慢心率的作用。两药联合

可使不良反应减轻。
我国临床主要推荐应用优化联合治疗方案是：二

氢吡 啶 类 钙 拮 抗 剂＋ＡＲＢ；二 氢 吡 啶 类 钙 拮 抗 剂＋

ＡＣＥＩ；ＡＲＢ＋噻嗪类利 尿 剂；ＡＣＥＩ＋噻 嗪 类 利 尿 剂；
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噻嗪类利尿剂；二氢吡啶类钙

拮抗剂＋β受体阻滞剂。次要推荐使用的联合治疗方

案是：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α受 体 阻 滞 剂＋β受 体

阻滞剂；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保钾利尿剂；噻嗪类利

尿剂＋保钾利尿剂。
不常规推 荐 的 但 必 要 时 可 慎 用 的 联 合 治 疗 方 案

是；ＡＣＥＩ＋β受体阻滞剂；ＡＲＢ＋β受体阻滞剂；ＡＣＥＩ
＋ＡＲＢ；中枢作用药＋β受体阻滞剂。

多种药物的合用：①三药联合的方案：在上述各种

两药联合方式中加上另一种降压药物便构成三药联合

方案，其中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ＡＣＥＩ（或 ＡＲＢ）＋
噻嗪类利尿剂组 成 的 联 合 方 案 最 为 常 用；②４种 药 联

合的方案：主要适用于难治性高血压患者，可以在上述

３药联合基础上加用第４种药物如β受体阻滞 剂、螺

内酯、可乐定或α受体阻滞剂等。

５．４．５．４　固定配比复方制剂　是常用的一组高血压

联合治疗药物。通常由不同作用机制的两种降压药组

成，也称为单片固定复方制剂［１０９］。与随机组方的降压联

合治疗相比，其优点是使用方便，可改善治疗的依从性

及疗效，是联合治疗的新趋势。对２或３级高血压或

某些高危患者可作为初始治疗的选择药物之一。应用

时注意其相应组成成分的禁忌证或可能的不良反应。
我国传统的固定配比复方制剂：包括复方利血平

（复方降压片）、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降压０号）、珍
菊降压片等。以当时常用的利血平、氢氯噻嗪、盐酸双

屈嗪或可乐定为主要成分，此类复方制剂组成的合理

性虽有争议，但仍在基层广泛使用。
新型的固定配比复方制剂：一般由不同作用机制

的两种药物组成，多数每天口服１次，使用方便，改善

依从性。目前我国上市的新型的固定配比复方制剂主

要包括：ＡＣＥＩ＋噻嗪类利尿剂，ＡＲＢ＋噻嗪类利尿剂；
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ＡＲＢ，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

β受体阻滞剂，噻嗪类利尿剂＋保钾利尿剂等。
降压药与其他心血管治疗药物组成的固定配比复

方制剂：有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他汀、ＡＣＥＩ＋叶酸；
此类复方制剂使用应基于患者合并的危险因素或临床

疾患，需掌握降压药和相应非降压药治疗的适应证及

禁忌证。

５．５　相关危险因素的处理

５．５．１　调脂治疗　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

的重要危险因素，高血压伴有血脂异常明显增加心血

管病危险，高血压对我国人群的致病作用明显强于其

他心 血 管 病 危 险 因 素。中 国 成 人 血 脂 异 常 防 治 指

南［１１０］强调了在中国人群中高血压对血脂异常患者心

血管综合危险分层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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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压及降脂治疗预防心脏事件（ｔｈｅ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
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ｌｉｐｉｄ－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ｈｅａｒｔ　ａｔ－
ｔａｃｋ　ｔｒｉａｌ，ＡＬＬＨＡＴ）和 ＡＳＣＯＴ试 验 评 估 了 合 用 他

汀类药物治疗高血压患者的疗效［２１－２２］。ＡＳＣＯＴ试验

结果显示，调脂治疗是有益的，作为一级预防和二级预

防分别使脑卒中风险降低１５％和３０％。国际完成的

一系列他汀类治疗冠心病试验和我国完成的血脂康研

究的结果表明，对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二级预防

能明显 获 益［２１－２２，１１１－１２３］：明 显 减 少 冠 心 病 事 件 及 总 死

亡［１１１，１２４］。他汀类药物调脂治疗对高血压或非高血压

者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效果相似，均能有效降低心脑血

管事件；小剂量他汀用于高血压合并血脂异常患者的

一级预防安全有效。作为一级预防，并非所有的高血

压患者都需他汀类药物治疗。他汀类药物调脂治疗对

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为中、高危者可带来明显临床获

益［１２３］，但低危 人 群 未 见 获 益。基 于 安 全 性 以 及 效 益

费用比的考虑，低危人群一级预防使用他汀治疗仍应

慎重［１２４－１２５］。
对高血压合并血脂异常的患者，应同时采取积极

的降压治疗以及适度的调脂治疗。调脂治疗参考建议

如下：首先应强调治疗性生活方式改变，当严格实施治

疗性生活方式３～４月后，血脂水平不能达到目标值，
则考虑药物治疗，首选他汀类药物（表１３）。血总胆固

醇水平过低与脑出血的关系仍存在争议，需进一步研

究。他汀类药物应用过程中应注意肝功能异常和肌肉

疼痛等不良反应，需定期检测血常规、转氨酶（丙氨酸

氨基转移酶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肌酸激酶。

表１３　高血压合并血脂异常患者开始调脂治疗的

总胆固醇和ＬＤＬ－Ｃ值及其目标值

　　危险等级 药物治疗开始值
［ｍｍｏｌ／Ｌ（ｍｇ／ｄＬ）］

治疗目标值
［ｍｍｏｌ／Ｌ（ｍｇ／ｄＬ）］

中危：伴其他危险≥１项 总胆固醇≥６．２（２４０）总胆固醇＜５．２（２００）

ＬＤＬ－Ｃ≥４．１（１６０） ＬＤＬ－Ｃ＜３．４（１３０）

高危：冠心病或冠心病 总胆固醇≥４．１（１６０）总胆固醇＜４．１（１６０）

　等危症等 ＬＤＬ－Ｃ≥２．６（１００） ＬＤＬ－Ｃ＜２．６（１００）

很高危：急性冠状动脉 总胆固醇≥４．１（１６０）总胆固醇＜３．１（１２０）

　综合征，或缺血性

　心血管病合并 ＬＤＬ－Ｃ≥２．１（８０） ＬＤＬ－Ｃ＜２．１（８０）

　糖尿病

　　注：Ｌ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危险度分 层 标 准 见２００７年 版 中

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１１０］。

５．５．２　抗血小板治疗　阿司匹林在心脑血管疾病二

级预防中的作用有大量临床研究证据支持，且已得到

广泛 认 可，可 有 效 降 低 严 重 心 血 管 事 件 风 险１９％～
２５％，其中非致死性心肌梗死下降１／３，非致死性脑卒

中下降１／４，致死性血管事件下降１／６［１２６－１２７］。①高血

压合并稳定型冠心病、心肌梗死、缺血性脑卒中或短暂

性脑缺血史以及合并周围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患者，需

应 用 小 剂 量 阿 司 匹 林 （１００ ｍｇ／ｄ）进 行 二 级 预

防［１９，１２８－１３０］；②合并血栓症急性发 作，如 急 性 冠 状 动 脉

综合征、缺血性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闭塞性周围动

脉粥样硬化症时，应按相关指南的推荐使用阿司匹林，
通常在急性期可给予负荷剂量（３００ｍｇ／ｄ），而后应用

小剂量（１００ｍｇ／ｄ）作 为 二 级 预 防［１３０］；③高 血 压 伴 糖

尿病、心血管高风险者（１０年心血管总风险≥１０％）可

用 小 剂 量 阿 司 匹 林（７５～１００ ｍｇ／ｄ）进 行 一 级 预

防［１３１－１３２］；④阿司 匹 林 不 能 耐 受 者 可 以 应 用 氯 吡 格 雷

（７５ｍｇ／ｄ）代替。高血压患者长期应用阿司匹林应注

意［１３３］：①需在血压控制稳定（＜１５０／９０ｍｍ　Ｈｇ）后开

始应用，未达良好控制的高血压患者，阿司匹林可能增

加脑出血风险；②服用前应筛查有无发生消化道出血

的高危因素，如消化道疾病（溃疡病及其并发症史）、６５
岁以上、同时服用皮质类固醇或其他抗凝药或非甾体

类抗炎药等。如果有高危因素应采取预防措施，包括

筛查与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预防性应用质子泵抑制

剂，以及采用合理联合抗栓药物的方案等；③合并活动

性胃溃疡、严重肝病、出血性疾病者需慎用或停用阿司

匹林。

５．５．３　血糖控制　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病发

生危险更 高。高 于 正 常 的 空 腹 血 糖 或 糖 化 血 红 蛋 白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Ａ１ｃ，ＨｂＡ１ｃ）与心血管危险增高具有相

关性。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究（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ｐｒｏ－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ｓｔｕｄｙ，ＵＫＰＤＳ）［１３４］提 示，强 化 血 糖

控制与常规血糖控制比较，预防大血管事件的效果并

不明显，但可明显降低微血管并发症。治疗糖尿病的

理想目标是空腹血糖≤６．１ｍｍｏｌ／Ｌ或 ＨｂＡ１ｃ≤６．５％。
对于老年人，尤其是独立生活的、病程长、并发症多、自
我管理能力较差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宜过于严

格，空腹血糖≤７．０ｍｍｏｌ／Ｌ或 ＨｂＡ１ｃ≤７．０％，餐 后

２ｈ血糖≤１０．０ｍｍｏｌ／Ｌ即可。对于中 青 年 糖 尿 病 患

者，血糖应控制在正常水平，即空腹血糖≤６．１ｍｍｏｌ／Ｌ，
餐后２ｈ血糖≤８．１ｍｍｏｌ／Ｌ，ＨｂＡ１ｃ≤６．５％。

５．５．４　高血压并发心房颤动的抗凝治疗　心房颤动

是脑卒中的危险因素，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患者每年发

生缺血性脑 卒 中 的 风 险 性 为３％～５％。所 有 高 血 压

并发心房颤动的患者都应进行血栓栓塞的危险评估。
凡是具有血栓栓塞危险因素的心房颤动患者，应按照

现行指南进行抗凝治疗，宜在国际标准化 比 值（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ｒａｔｉｏ，ＩＮＲ）指 导 下 口 服 抗 凝 剂 华

法林［１３５］。
由于我国人群华法林代谢基因特点，在初始或调

整华法林治疗剂量时应给予特别考虑和注意，以保证

疗效并避免出血不良反应。有条件的，可做相关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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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检测。目前已有新的抗凝药物问世，将为心房颤动

抗凝提供了新的选择［１３６］。
高血压并发心房颤动的低危患者最好也应用华法

林，但也可给予阿司匹林，方法遵照相关指南。氯吡格

雷与阿司匹林联合治疗只适合于不能应用华法林的替

代治疗，但应注意出血不良反应［１３７］。
在以心房颤动为主要终点的研究中，没有证实肾

素血管紧张 素 醛 固 酮 系 统（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ａｌｄｏｓｔｅ－
ｒ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ＲＡＡＳ）阻滞剂可直接预防心房颤动的发

生，但在有其他相应适应证的心房颤动高危患者中可

使用该类 药 物 为 主 进 行 治 疗［１３８］。有 研 究 提 示，ＡＲＢ
可能有减少心房颤动患者心力衰竭住院事件的发生［１３９］。

５．５．５　综合干预多种危险因素　高血压患者往往同

时存在多个心血管病危险组分，包括危险因素，并存靶

器官损害，伴发临床疾患。除了针对某一项危险组分

进行干预外，更应强调综合干预多种危险组分。综合

干预有利于全面控制心血管危险因素，有利于及早预

防心血管 病。高 血 压 患 者 综 合 干 预 的 措 施 是 多 方 面

的，常用有降压、调脂、抗栓治疗。有资料提示，高同型

半胱氨酸血 症 与 脑 卒 中 发 生 危 险 有 关［１４０］，而 补 充 叶

酸降低 血 同 型 半 胱 氨 酸 可 降 低 脑 卒 中 发 生 危 险［５７］。
因此，对伴有血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高血压人群，降压

同时补充叶酸也是综合干预的措施之一。通过控制多

种危险因素、保 护 靶 器 官、治 疗 已 确 诊 的 糖 尿 病 等 疾

患，以达到预防心脑血管病发生的目标。
价格低廉的 小 剂 量 多 效 固 定 复 方 制 剂（ｐｏｌｙｐｉｌｌ）

有利于改 善 综 合 干 预 的 依 从 性 和 效 果［１４１］。目 前，已

经上市ｐｏｌｙｐｉｌｌ有降 压 药＋调 脂 药（氨 氯 地 平＋阿 托

伐他汀）固定复方制剂；降压药＋叶酸（依那普利＋叶

酸）固定 复 方 制 剂；正 在 进 行 的 国 际ｐｏｌｙｐｉｌｌ干 预 研

究［１４２］，将评估ｐｏｌｙｐｉｌｌ（小剂量雷米普利、氢氯噻嗪、阿
替洛尔、辛伐他汀）对易患心血管病的中高危人群的心

血管病的一级预防作用。

５．６　高血压治疗随诊及记录

５．６．１　随诊的目的及内容　患者开始治疗后的一段

时间，为了评 估 治 疗 反 应，使 血 压 稳 定 达 标 须 加 强 随

诊。随诊中除密切监测血压及患者的其他危险因素和

临床疾患的改变以及观察疗效外，还要与患者建立良

好的关系，向患者进行保健知识的宣教：让患者了解自

己的病情，包括高血压、危险因素及同时存在的临床疾

患，了解控制血压的重要性，了解终生治疗的必要性。
为争取药物治疗取得满意疗效，随诊时应强调按时服

药，让患者了解该种药物治疗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一
旦出现不良反应，应及早报告。耐心向患者解释改变

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使之理解其治疗意义，自觉地付诸

于实践，并长期坚持。

随诊间隔根据患者的心血管总危险分层及血压水

平，由医生视具体情况而定。若患者血压水平仅属正

常高值或高血压１级，危险分层属低危者或仅服１种

药物治疗者，可安排每１～３月随诊１次；新发现的高

危及较复杂病例随诊的间隔应较短，高危患者血压未

达标者，至少每２周随访１次；血压达标且稳定者，每

月随访１次。经治疗后，血压达标者，其他危险因素亦

得到控制，可以减少随诊次数。若治疗６月，使用了至

少３种降压药，血压仍未达标，应考虑将患者转至高血

压专科门诊或上级医院治疗。
各级有条件的医院应设立高血压专科门诊，加强

对患者的随 访，从 而 提 高 高 血 压 的 治 疗 率 和 控 制 率。
应特别强调的是，暂时决定不予药物治疗的患者，应同

样定期随诊和监测，并按随诊结果考虑是否给予抗高

血压药物，以免延误。
医疗记录：一般高血压患者的治疗时间长达数十

年，治疗方案会有多次改变，包括药物的选择。最好建

议患者详细记录其应用过的治疗药物及其疗效。医生

则更应为其经手治疗过的患者保存充分的记录，随时

备用。
高血压门诊血压以患者就诊时门诊医生测量的血

压值为准。
高血压入院血压以患者入院时经管医生测量的血

压值为准。
高血压诊断书写参考（举例）：①新发现血压升高，

如血压在１４０～１７９／９０～１０９ｍｍ　Ｈｇ之间，则预约患

者重复测量，一般间隔２周，如非同日３次血压均符合

高血压诊断标准则诊断为高血压；②以往诊断为原发

性 高 血 压 而 正 在 进 行 降 压 治 疗 的：本 次 测 量 血 压

＜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则诊断仍写为原发性高血压（已用

降压药治疗）；③血 压 平 均 值 为１５２／９６ｍｍ　Ｈｇ，则 诊

断写为原发性高血压１级；④高血压伴其他危险因素

或靶器官损害，则可将危险因素或靶器官损害列出，如
高血压；高胆固醇血症；左心室肥厚等；⑤高血压伴其

他临床疾患的，则并列出其他临床疾患，如高血压；冠

心病、心绞痛；脑梗死后遗症；糖尿病等；⑥门诊或住院

病历有关高血压危险分层的书写：危险分层主要用于

判断患者预后或为治疗决策提供参考。门诊病历一般

不主张将危险分层（如高危）写在高血压诊断中。住院

病历，是否将危险分层（如很高危，高危）写在高血压诊

断中尚无明确规定。倾向于不推荐将危险分层写在住

院 病 历 的 诊 断 中，但 可 在 病 例 分 析 中 对 危 险 度 予 以

叙述。

５．６．２　降压药物剂量的调整　对大多数非重症或急

症高血压患者可开始给予小剂量降压药物，经２～４周

后，如疗效不明显，而不良反应少或可耐受，可增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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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如出现不良反应不能耐受，则改用另一类药物。随

访期间血压的测量应在每天的固定时间。对于重度高

血压患者，须及早控制其血压，可以较早递增剂量和联

合用药。随访时除询问患者的症状外，还需做必要的

化验检查，以 了 解 靶 器 官 状 况 和 有 无 药 物 不 良 反 应。

对于非重症或急症高血压患者，经治疗血压被控制并

长期稳定达１年以上，可以考虑尝试减少药物剂量，目
的为减少药物的可能不良反应，但以不影响疗效为前提。

５．６．３　危险分层的年度评估和分层与管理级别的调

整　对初期明确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根据血压水平、

伴发的危险 因 素、靶 器 官 损 害、临 床 疾 患 进 行 危 险 分

层。对以往已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现在无法确定以

往情况的，则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进行危险分层。尽

可能用近一段时间非同日几次血压的平均值作为危险

分层或血压分级的血压值；也可用连 续７ｄ血 压 测 量

（如家庭血压）的后６ｄ血压的平均值作为参考。管理

医师应每年 对 危 险 分 层 分 级 管 理 的 患 者 进 行 年 度 评

估。根据随访 记 录 情 况（全 年 血 压 记 录、危 险 因 素 变

化）确定新的管理级别。在管理的高血压患者中，出现

病情变化、发生高血压相关疾病时，应及时对患者进行

临床评估，重新确定管理级别，并按照新的级别管理要

求进行随访管理。一般情况下，伴心脑肾疾病、糖尿病

者而归为高危或很高危的，危险分层与管理级别长期

不变；伴有靶器官损害而分为高危的，一般不作变动；

对仅根据血压水平和（或）１～２个 可 改 变 的 危 险 因 素

而分为中危或少数高危的分级管理者，在管理１年后

视实际情况而调整管理级别；对血压长期（连续６月）

控制好的，可谨慎降低分层级别和管理级别；对新发生

心脑血管病或肾病及糖尿病者，应及时评估，如原来为

低危或中危的，则现分为高危或很高危，同时升高管理

级别。药物治疗开始后患者的随诊流程见图３。

图３　药物治疗开始后患者的随诊流程图

６　特殊人群高血压的处理

６．１　老年高血压

６．１．１　流行现状　据２００２年卫生部组织的全国居民

２７万人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资料显示，我国６０岁 及

以上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为４９％。即约每２位６０岁

以上人中就有１人患高血压。老年高血压常与多种疾

病并存，并发症多：常并发冠心病、心力衰竭、脑血管疾

病、肾功能不全、糖尿病等。我国人群脑卒中发生率远

高于西方人群。若血压长期控制不理想，更易发生靶

器官损害［１１，１３１－１４２］。

６．１．２　临床特点　①收缩压增高，脉压增大：老年单

纯收缩期高血压占高血压的６０％，随着年龄增长其发

生率增加，同时脑卒中的发生率急剧升高。老年人脉

压与总死亡率和心血管事件呈明显正相关；②血压波

动大：血压“晨峰”现象增多，高血压合并体位性低血压

和餐后低血压者增多。体位性低血压定义为：在改变

体位为直立 位 的３ｍｉｎ内，收 缩 压 下 降＞２０ｍｍ　Ｈｇ
或舒张压下降＞１０ｍｍ　Ｈｇ，同时伴有低灌注的症状，
如头晕或晕厥。老年单纯收缩期高血压伴有糖尿病、
低血容量，应用利尿剂、扩血管药或精神类药物者容易

发生体位性低血压。老年餐后低血压定义为：餐后２ｈ
内每１５ｍｉｎ测 量 血 压１次，与 餐 前 比 较 收 缩 压 下 降

＞２０ｍｍ　Ｈｇ；或 餐 前 收 缩 压≥１００ｍｍ　Ｈｇ，但 餐 后

＜９０ｍｍ　Ｈｇ；或虽餐后血压仅有轻微降低，但出现心

脑缺血症状（心绞痛、乏力、晕厥、意识障碍）。老年人

血压波动大，影响治疗效果，血压急剧波动时，可明显

增加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危险；③常见血压昼夜节律异

常：血压昼夜节律异常的发生率高，表现为夜间血压下

降幅度＜１０％（非 杓 型）或 超 过２０％（超 杓 型），导 致

心、脑、肾等靶器官损害的危险增加；④白大衣高血压

增多；⑤假性高血压增多，指袖带法所测血压值高于动

脉内测压值的现象 （收缩压升高≥１０ｍｍ　Ｈｇ或舒张

压升高≥１５ｍｍ　Ｈｇ），可见于正常血压或高血压老年

人。上述高血压的临床特点与老年动脉硬化性血管壁

僵硬度增加及血压调节中枢功能减退有关。

６．１．３　诊断　年龄≥６５岁，血压持续升 高 或３次 以

上非同 日 坐 位 收 缩 压≥１４０ｍｍ　Ｈｇ和（或）舒 张 压

≥９０ｍｍ　Ｈｇ，可 定 义 为 老 年 高 血 压。若 收 缩 压

≥１４０ｍｍ　Ｈｇ，舒张压＜９０ｍｍ　Ｈｇ，则定义为老年单

纯收缩期高血压。

６．１．４　治疗　老年高血压试验汇总分析表明，降压治

疗可使脑卒中减少４０％，心血管事件减少３０％；无论

是收缩期或舒张期高血压，抑或是老年单纯收缩期高

血压降压治 疗 均 可 降 低 心 脑 血 管 病 的 发 生 率 及 死 亡

率；平均降低收缩压１０ｍｍ　Ｈｇ和舒张压４ｍｍ　Ｈｇ，
脑卒中的发生风险降低３０％，心血管事件和死亡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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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１３％，７０岁以上的老年男性、脉压增大或存在心血

管合并症者获益更多。高龄老年高血压降压治疗可降

低总死亡率和脑卒中等（ＨＹＶＥＴ试验）。我国完成的

Ｓｙ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ＮＥ等［２５－２６］临 床 试 验 结 果 均 表 明，钙

拮抗剂 治 疗 老 年 人 高 血 压 可 明 显 减 少 脑 卒 中 发 生

风险。
老年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应降至１５０／９０ｍｍ　Ｈｇ以

下，如能耐受可降至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以下。对于８０岁

以上的高龄老年人的降压的目标值为＜１５０／９０ｍｍ　Ｈｇ。
但是，目前尚不 清 楚 老 年 高 血 压 降 至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
以下是否有更大获益。老年高血压降压治疗应强调收

缩压达标，同时应避免过度降低血压；在能耐受降压治

疗前提下，逐步降压达标，应避免过快降压；对于降压

耐受性良好的患者应积极进行降压治疗。
老 年 高 血 压 的 理 想 降 压 药 物 应 符 合 以 下 条 件：

①平稳、有效；②安全，不良反应少；③服药简便，依从

性好。常用的５大类降压药物均可以选用。对于合并

前列腺肥大或使用其他降压药而血压控制不理想的患

者，α受体阻滞剂亦可以应用，同时注意防止体位性低

血压等不良反应。对于合并双侧颈动脉狭窄≥７０％并

有脑缺血症状的患者，降压治疗应慎重，不应过快、过

度降低血压。
收缩压高而舒张压不高甚至低的老年单纯收缩期

高血压患者治疗有一定难度。如何处理目前没有明确

的证 据。建 议：当 舒 张 压＜６０ ｍｍ　Ｈｇ，而 收 缩 压

＜１５０ｍｍ　Ｈｇ，宜观察，可不用药物治疗；如收缩压为

１５０～１７９ｍｍ　Ｈｇ，可谨慎给予小剂量降压药治疗；如

收缩压≥１８０ｍｍ　Ｈｇ，则给予小剂量降压药治疗。降

压药可用小剂量利尿剂、钙拮抗剂、ＡＣＥＩ或 ＡＲＢ等。
治疗中应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６．２　儿童与青少年高血压

６．２．１　血压特点和流行现状　儿童高血压以原发性

高血压为主，表现为轻、中度血压升高，通常没有自我

感知，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除非定期体检，否则不易

被发现。与肥胖密切相关，５０％以上的儿童高血压伴

有肥胖。一项２０年的队列研究显示，４３％的儿童高血

压２０年后发展成为成人高血压，而儿童血压正常人群

中发展为成人高血压的比例只有９．５％。左心室肥厚

是儿童原发性高血压最突出的靶器官损害，占儿童高

血压的１０％～４０％［１４３－１４７］。
儿童中血压明显升高者多为继发性高血压，肾性

高血压是继发性高血压的首位病因，占继发性高血压

的８０％左右。随年龄增长，原发性高血压的比例逐渐

升高，进入青春期的青少年高血压多为原发性。根据

近１０年部分省市的调查结果，儿童高血压患病率，学

龄前儿童为２％～４％，学龄儿童为４％～９％［１４８］。

６．２．２　诊断　与成人血压测量不同，儿童与青少年常

规测量坐位右上臂肱动脉血压。选择合适的袖带对于

儿童血压的准确测量非常重要，理想袖带的气囊宽度

应至少等于右上臂围的４０％，气囊长度至少包绕上臂

围的８０％，气囊宽度与长度的比值至少为１∶２。
儿童 与 青 少 年 舒 张 压 读 数 取 柯 氏 音 第Ⅳ时 相

（Ｋ４）还是第Ⅴ时相（Ｋ５），国内外尚不统一［１４９－１５０］。成

人取 Ｋ５为舒张压，考虑到我国儿科教学和临床一直

采用 Ｋ４为舒张压，以及相当比例的儿童与青少年柯

氏音不消失的现实状况，建议实际测量中同时记录Ｋ４
和Ｋ５。

目前国际上统一采用Ｐ９０、Ｐ９５、Ｐ９９作为诊断“正常

高值血压”、“高血压”和“严重高血压”标准［１４３－１４４］。
表１４、１５为２０１０年依据我国十一余万儿童青少

年血压调查 数 据 制 定 出 的 中 国 儿 童 青 少 年 血 压 参 照

标准［１５１］。

表１４　中国男性儿童血压评价标准　　（ｍｍ　Ｈｇ）

年龄
（岁）

收缩压

Ｐ９０ Ｐ９５ Ｐ９９

舒张压Ｋ４
Ｐ９０ Ｐ９５ Ｐ９９

舒张压Ｋ５
Ｐ９０ Ｐ９５ Ｐ９９

３　 １０２　 １０５　 １１２　 ６６　 ６９　 ７３　 ６６　 ６９　 ７３

４　 １０３　 １０７　 １１４　 ６７　 ７０　 ７４　 ６７　 ７０　 ７４

５　 １０６　 １１０　 １１７　 ６９　 ７２　 ７７　 ６８　 ７１　 ７７

６　 １０８　 １１２　 １２０　 ７１　 ７４　 ８０　 ６９　 ７３　 ７８

７　 １１１　 １１５　 １２３　 ７３　 ７７　 ８３　 ７１　 ７４　 ８０

８　 １１３　 １１７　 １２５　 ７５　 ７８　 ８５　 ７２　 ７６　 ８２

９　 １１４　 １１９　 １２７　 ７６　 ７９　 ８６　 ７４　 ７７　 ８３

１０　 １１５　 １２０　 １２９　 ７６　 ８０　 ８７　 ７４　 ７８　 ８４

１１　 １１７　 １２２　 １３１　 ７７　 ８１　 ８８　 ７５　 ７８　 ８４

１２　 １１９　 １２４　 １３３　 ７８　 ８１　 ８８　 ７５　 ７８　 ８４

１３　 １２０　 １２５　 １３５　 ７８　 ８２　 ８９　 ７５　 ７９　 ８４

１４　 １２２　 １２７　 １３８　 ７９　 ８３　 ９０　 ７６　 ７９　 ８４

１５　 １２４　 １２９　 １４０　 ８０　 ８４　 ９０　 ７６　 ７９　 ８５

１６　 １２５　 １３０　 １４１　 ８１　 ８５　 ９１　 ７６　 ７９　 ８５

１７　 １２７　 １３２　 １４２　 ８２　 ８５　 ９１　 ７７　 ８０　 ８６

　　注：Ｋ４：第Ⅳ时相；Ｋ５：第Ⅴ时相。正常高值血压：收缩压和（或）舒

张压≥Ｐ９０～＜Ｐ９５，或１２岁及以上儿童，收缩压和（或）舒 张 压 ≥１２０／

８０ｍｍ　Ｈｇ；高血压：收缩压 和（或）舒 张 压≥Ｐ９５～ ＜Ｐ９９；严 重 高 血 压：

收缩压和（或）舒张压≥Ｐ９９。

对个体而言，只有经过３次及以上不同时间测量

的血压水平≥Ｐ９５方可诊断为高血压；随后要进行高血

压程度的分级：①高 血 压１级：Ｐ９５～Ｐ９９＋５ｍｍ　Ｈｇ；

②高血压２级：≥Ｐ９９＋５ｍｍ　Ｈｇ。儿童中“白大衣高

血压”现象较为常见，可通过动态血压监测予以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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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与青 少 年 高 血 压 的 评 估 包 括 以 下４个 方

面：高血压的病因、血压水平的真实性、靶器官损害及

程度、其他心血管疾病及并发症。在评估基础上制定

合理的治疗计划。

６．２．３　治疗　原发性高血压或未合并靶器官损害的

高血压儿童与青少年应将血压降至Ｐ９５以下；合并肾脏

疾病、糖尿病或出现高血压靶器官损害时，应将血压降

至Ｐ９０以下，以减少对靶器官的损害，降低远期心血管

病发病率。
绝大多数高血压儿童与青少年通过非药物治疗即

可达到血压控制目标［１５２－１５４］。措施：①控制体质量，延

缓ＢＭＩ上升；②增 加 有 氧 锻 炼，减 少 静 态 活 动 时 间；

③调整饮食结构（包括限盐），建立健康饮食习惯。
高血压儿童与青少年如果合并下述１种及以上情

况，则需要开始药物治疗：出现高血压临床症状，继发

性高血压，出现高血压靶器官的损害，糖尿病，非药物

治疗６月后无效者。儿童与青少年高血压药物治疗的

原则是从单一用药、小剂量开始。ＡＣＥＩ或ＡＲＢ和钙

拮抗剂在标准剂量下较少发生不良反应，通常作为首

选的儿科抗高血压药物；利尿剂通常作为二线抗高血

压药物或与其他类型药物联合使用，解决水钠潴留及

用于肾脏疾病引起的继发性高血压；其他种类药物如

α受体阻滞剂和β受体阻滞剂，因为不良反应 的 限 制

多用于严重高血压和联合用药。

表１５　中国女性儿童血压评价标准　　（ｍｍ　Ｈｇ）

年龄
（岁）

收缩压

Ｐ９０ Ｐ９５ Ｐ９９

舒张压Ｋ４
Ｐ９０ Ｐ９５ Ｐ９９

舒张压Ｋ５
Ｐ９０ Ｐ９５ Ｐ９９

３　 １０１　 １０４　 １１０　 ６６　 ６８　 ７２　 ６６　 ６８　 ７２

４　 １０２　 １０５　 １１２　 ６７　 ６９　 ７３　 ６７　 ６９　 ７３

５　 １０４　 １０７　 １１４　 ６８　 ７１　 ７６　 ６８　 ７１　 ７６

６　 １０６　 １１０　 １１７　 ７０　 ７３　 ７８　 ６９　 ７２　 ７８

７　 １０８　 １１２　 １２０　 ７２　 ７５　 ８１　 ７０　 ７３　 ７９

８　 １１１　 １１５　 １２３　 ７４　 ７７　 ８３　 ７１　 ７４　 ８１

９　 １１２　 １１７　 １２５　 ７５　 ７８　 ８５　 ７２　 ７６　 ８２

１０　 １１４　 １１８　 １２７　 ７６　 ８０　 ８６　 ７３　 ７７　 ８３

１１　 １１６　 １２１　 １３０　 ７７　 ８０　 ８７　 ７４　 ７７　 ８３

１２　 １１７　 １２２　 １３２　 ７８　 ８１　 ８８　 ７５　 ７８　 ８４

１３　 １１８　 １２３　 １３２　 ７８　 ８１　 ８８　 ７５　 ７８　 ８４

１４　 １１８　 １２３　 １３２　 ７８　 ８２　 ８８　 ７５　 ７８　 ８４

１５　 １１８　 １２３　 １３２　 ７８　 ８２　 ８８　 ７５　 ７８　 ８４

　　注：Ｋ４：第Ⅳ时相；Ｋ５：第Ⅴ时相。正常高值血压：收缩压和（或）舒

张压≥Ｐ９０～ ＜Ｐ９５，或 １２ 岁 及 以 上 儿 童，收 缩 压 和 （或）舒 张 压

≥１２０／８０ｍｍ　Ｈｇ；高血压：收缩压和（或）舒 张 压≥Ｐ９５～＜Ｐ９９；严 重 高

血压：收缩压和（或）舒张压≥Ｐ９９。

６．３　妊娠高血压

６．３．１　患病率与定义　妊娠合并高血压的患病率占

孕妇的５％～１０％，其中７０％是与妊娠有关的高血压，
其余３０％在妊娠前即存在高血压。妊娠合并高血压分

为慢性高血压、妊娠期高血压和先兆子痫３类。慢性高

血压指的是妊娠前即证实存在或在妊娠的前２０周即出

现的高血压。妊娠期高血压为妊娠２０周以后发生的高

血压，不伴有明显蛋白尿，妊娠结束后血压可以恢复正

常。先兆子痫定义为发生在妊娠２０周以后的血压升高

伴临床蛋白尿（２４ｈ尿蛋白≥３００ｍｇ）；重度先兆子痫定

义为血压≥１６０／１１０ｍｍ　Ｈｇ，有大量蛋白尿，并出现头

痛、视力模糊、肺水肿、少尿和实验室检查异常（如血小

板计数下降、转氨酶异常），常合并胎盘功能异常。

６．３．２　降压治疗的策略　非药物措施（限盐、富钾饮

食、适当活动、情绪放松）是妊娠合并高血压安全和有

效的治疗方法，应作为药物治疗的基础。由于所有降

压药物对胎儿的安全性均缺乏严格的临床验证，而且

动物试验中发现一些药物具有致畸作用，因此，药物选

择和应用受到限制。妊娠期间的降压用药不宜过于积

极，治疗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母子安全和妊娠的顺利进

行。治疗的策略、给药时间的长短及药物的选择取决

于血压升高的程度，以及对血压升高所带来危害的评

估。在接受非药物治疗措施以后，血压≥１５０／１００ｍｍ　Ｈｇ
时 应 开 始 药 物 治 疗，治 疗 目 标 是 将 血 压 控 制 在

１３０～１４０／８０～９０ｍｍ　Ｈｇ。

６．３．３　妊娠合并高血压的处理　①轻度妊娠高血压：
药物治疗并不能给胎儿带来益处，也没有证据证明可

以预防先兆子痫的发生，此时包括限盐在内的非药物

治疗是最安全有效的处理方法。在妊娠的最初２０周，
由于全身血管张力降低，患者血压可以恢复正常。在

继续非药物治疗下，可以停用降压药物。对于妊娠前

高血压、存在靶器官损害或同时使用多种降压药物的

患者，应根据妊娠期间血压水平调整药物剂量，原则上

采用尽可能少的药物种类和剂量，同时应充分告知患

者，妊娠早期用药对胎儿重要脏器发育影响的不确定

性。血压轻度升高的先兆子痫，由于其子痫的发生率

仅０．５％，不建议常规应用硫酸镁，但需要密切观察血

压和尿蛋白变化以及胎儿状况；②重度妊娠合并高血

压：治疗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降低母亲的患病率和

病死率。在严密观察母婴状态的前提下，应明确治疗

的持续时间、降压目标、药物选择和终止妊娠的指征。
对重度先兆 子 痫，建 议 静 脉 应 用 硫 酸 镁，密 切 观 察 血

压、腱反射和不良反应，并确定终止妊娠的时机。

６．３．４　降压药物的选择（表１６）　必要时谨慎使用降

压药。常用的静脉降压药物有拉贝洛尔和硫酸镁；口

服药物包括β受体阻滞剂、阿米洛利、肼屈嗪或钙拮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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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等；硫酸镁是治疗严重先兆子痫的首选药物。妊娠 期间禁用ＡＣＥＩ或ＡＲＢ。

表１６　常用妊娠合并高血压的治疗药物

药物名称 　　　降压机制 　　　常用剂量 安全级别 　　　　注意事项

甲基多巴 降低脑干交感神经张力 ２００～５００ｍｇ，２～４次／ｄ　 Ｂ 抑郁、过度镇静、体位性低血压

拉贝洛尔 α、β受体阻滞剂 ５０～２００ｍｇ，１次／１２ｈ，最大６００ｍｇ／ｄ　 Ｃ 胎儿心动过缓；孕妇皮肤瘙痒

美托洛尔 β１ 受体阻滞剂 ２５～１００ｍｇ，１次／１２ｈ Ｃ 胎儿心动过缓；胎盘阻力增高

氢氯噻嗪ａ 利尿、利钠 ６．２５～１２．５０ｍｇ／ｄ　 Ｂ 大剂量影响胎盘血流

硝苯地平 抑制动脉平滑肌细胞钙内流 ５～２０ｍｇ，１次／８ｈ或缓释制剂 Ｃ 低血压

　 　１０～２０ｍｇ，１次／１２ｈ

硫酸镁ｂ 神经肌肉阻滞剂，具有抑制 ５ｇ稀释至２０ｍＬ静脉缓慢推注，维持： Ａ 低血压、肌无力

　钙离子内流的作用 　１～２ｇ／ｈ或５ｇ稀释至２０ｍＬ，

　 　深部肌肉注射，每４小时重复。

　总量：２５～３０ｇ／ｄ。

　　注：ａ 在胎盘循环已经降低的患者（先兆子痫或胎儿发育迟缓），应避免应用利尿剂，ｂ 尿量＜６００ｍＬ／２４ｈ、呼吸＜１６次／ｍｉｎ、腱反射消失，需及时

停药。安全分级：Ａ为在有对照组的早期妊娠妇女中未显示对胎儿有危险，可能对胎儿的伤害极小；Ｂ为在动物生殖试验中并未显示对胎儿的危险，

但无孕妇的对照组，或对动物生殖试验显示有不良反应，但在早孕妇女的对照组中并不能肯定其不良反应；Ｃ为在动物的研究 中 证 实 对 胎 儿 有 不 良

反应，但在妇女中无对照组或在妇女和动物研究中无可以利用的资料，药物仅在权衡对胎儿的利大于弊时给予。

６．４　高血压伴脑卒中

６．４．１　病情稳定的脑卒中患者　一项包括７项随机

对照试验的系统 评 价，总 样 本 量 为１５　５２７例，均 为 缺

血性脑卒中、出血性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
随访２～５年，结果表明抗高血压药物治疗能使所有复

发性脑卒中、非致死性脑卒中、心肌梗死和总心血管事

件明显减少，致死性脑卒中和血管性死亡也呈下降趋

势［１５５］。ＰＡＴＳ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４９－５０］结 果 表 明，降 压 治

疗对中国脑血管病患者二级预防有效，可明显降低脑

卒中再发危险，对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均有

益。但脑卒 中 二 级 预 防 研 究（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ｎ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ｒｏｋｅ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１５６］中降压

治疗组与安慰剂组相比主要终点（包括复发脑卒中）并
无明显差异。二级预防试验结果的差别可能与入选时

间窗有 关，ＰＡＴＳ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均 入 选 急 性 脑 卒 中

发作４周后（平均数月后）患者，降压治疗获得预防脑

卒中再发的良好效果，但ＰＲｏＦＥＳＳ入选急性脑卒中发

作后平均１５ｄ的患者，降压治疗未取得明显效果。
血压目标一般应达到＜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常用的

５种降压药物利尿剂、钙拮抗剂、ＡＣＥＩ、ＡＲＢ及β受体

阻滞剂均能通过降压而发挥预防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

血作用。利尿剂及某些降压药物可能效果更好些。可

选择单药 或 联 合 用 药。对 一 般 脑 卒 中 后 的 高 血 压 患

者，应进行积极的常规降压治疗。对缺血性或出血性

脑卒中、男性或女性、任何年龄的患者均应给予降压治

疗。但对老年尤其是高龄患者、双侧颈动脉或颅内动

脉严重狭窄患者、严重体位性低血压患者应谨慎降压

治疗。降压药应从小剂量开始，密切观察血压水平与

不良反应，根据患者耐受性调整降压药及其剂量。如

出现头晕等明显不良反应时，应减少给药剂量或停药。
尽可 能 将 血 压 控 制 在 安 全 范 围（１６０／１００ｍｍ　Ｈｇ以

内）。同时综合干预有关危险因素及处理并存的临床

疾患，如抗血小板治疗、调脂治疗、降糖治疗、心律失常

处理等。

６．４．２　急性脑卒中的血压处理　急性脑卒中的血压

处理缺乏足够临床试验证据，仅供参考建议如下：急性

缺血性脑卒中溶栓前血压应控制在＜１８５／１１０ｍｍ　Ｈｇ。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发病２４ｈ内血压升高的 患 者 应 谨

慎 处 理，除 非 收 缩 压 ≥１８０ ｍｍ　Ｈｇ 或 舒 张 压

≥１００ｍｍ　Ｈｇ或 伴 有 严 重 心 功 能 不 全、主 动 脉 夹 层、
高血压 脑 病 者，一 般 不 予 降 压。降 压 的 合 理 目 标 是

２４ｈ内血压 降 低 约１５％。有 高 血 压 病 史 且 正 在 服 用

降压药物者，如神经功能平稳，可于 脑 卒 中 后２４ｈ开

始使用降压药物。
急性脑出血患者，如果收缩压＞２００ｍｍ　Ｈｇ或平

均动 脉 压＞１５０ｍｍ　Ｈｇ，要 考 虑 用 持 续 静 脉 滴 注 给

药，积极降低血压，血压的监测频率为１次／５ｍｉｎ。如

果收缩压＞１８０ｍｍ　Ｈｇ或平均动脉压＞１３０ｍｍ　Ｈｇ，
并有疑似颅内压升高的证据者，要考虑监测颅内压，用
间断或持续的静脉给药降低血压；如没有疑似颅内压

升高的证据，则考虑用间断或持续的静脉给药轻度降

低血压（例如，平均动脉压１１０ｍｍ　Ｈｇ或目标血压为

１６０／９０ｍｍ　Ｈｇ），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６．５　高血压伴冠心病

６．５．１　降压治疗的目标水平　前瞻性协作研究表明，
血压在１１５／７５至１８０／１１５ｍｍ　Ｈｇ范围内冠心病的危

险呈持续上升 的 趋 势，且 每 增 加２０／１０ｍｍ　Ｈｇ，冠 心

病危险增加一倍。综合分析现有的大量资料，建议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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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非ＳＴ段抬高和ＳＴ段

抬高心肌梗 死 的 高 血 压 患 者 目 标 血 压 水 平 一 般 可 为

＜１３０／８０ｍｍ　Ｈｇ，但 治 疗 宜 个 体 化。如 患 者 冠 状 动

脉严 重 病 变 或 年 龄 ＞６５ 岁，舒 张 压 尽 量 维 持 在

６０ｍｍ　Ｈｇ以 上。对 于 老 年 高 血 压 且 伴 脉 压 大 的 患

者，降压治疗 可 导 致 舒 张 压 过 低（＜６０ｍｍ　Ｈｇ）。因

此，临床医师必须警惕，并仔细评估各种反应，尤其那

些与心肌缺血共存的不良症状和体征。降压治疗对于

高龄老年高 血 压 患 者 降 低 脑 卒 中 的 发 生 率 也 是 有 效

的，但是否也能降低冠心病事件尚缺乏充分的证据。

６．５．２伴稳定型心绞痛　①非药物治疗和危险因素处

理：除控制血压外，还包括戒烟、严格控制血糖、有氧运

动、调脂，以及肥胖者减轻体质量。有充分证据表明，
如无禁忌证，需应用他汀类药物以及抗血小板药物阿

司匹林，不能使用阿司匹林者应使用氯吡格雷；②β受

体阻滞剂：此类药物是治疗稳定型冠心病的基石，可改

善心绞痛症状。糖尿病并非应用β受体阻滞剂的禁忌

证，但应注意此药有可能掩盖低血糖的肾上腺素能兴

奋的症状；③其他药物：如有β受体阻滞剂使用的禁忌

证，可代之以 二 氢 吡 啶 类 钙 拮 抗 剂，尤 其 长 效 的 制 剂

（如氨氯地平、非洛地平、硝苯地平控释或缓释制剂）或
长效的非二氢吡啶类制剂（如维拉帕米或地尔硫卓），
这些药物同样对 高 血 压 伴 心 绞 痛 患 者 有 效。ＴＩＴＡＮ
支架治疗糖尿病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的多中心注册研究

比较了β受体阻滞剂和钙拮抗剂，证实在控制稳定型

心绞痛上两者的疗效相等。但多项研究（斯德哥尔摩

心绞痛预后 研 究、总 体 缺 血 负 担 比 索 洛 尔 研 究 等）表

明，β受体阻滞剂更占优势。β受体阻滞剂和二氢吡啶

类钙拮抗剂合用可增加抗心绞痛的疗效。但与维拉帕

米、地尔硫卓合用，则有可能增加严重心动过缓或心脏

传导阻滞的 危 险 性。ＡＣＥＩ或 ＡＲＢ可 改 善 此 类 患 者

的预后。

６．５．３　伴不稳定型心绞痛和非ＳＴ段抬高心肌 梗 死

常需采用综合性治疗方案，包括卧床休息、持续心电监

护、氧疗、静脉给予硝酸酯类药物、应用吗啡，以及β受

体阻滞剂或其替代药物非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如维

拉帕米、地尔硫卓）。β受体阻滞剂或非二氢吡啶类钙

拮抗剂均应在无禁忌证，且无低血压或心力衰竭状况

下应用。伴前壁心肌梗死、糖尿病、未控制的高血压或

左心室收 缩 功 能 障 碍 的 患 者 应 加 用 ＡＣＥＩ或 ＡＲＢ。
利尿剂对于长期的血压控制，尤其患者伴容量超负荷，
往往也是必需的。

６．５．４　伴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　此类患者的治 疗 与

上述的不稳 定 型 心 绞 痛 或 非ＳＴ段 抬 高 心 肌 梗 死 相

似，不过，溶栓治疗、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以

及控制心律 失 常 等 治 疗 可 能 更 重 要，更 具 紧 迫 性。β

受体阻滞剂和ＡＣＥＩ适用于所有没有禁忌 证 的 患 者。
血液动力学稳定（无低血压、心力衰竭或心源性休克）
的患者可以立即开始应用β受体阻滞剂，建议口服给

药。只有在患者伴严重高血压或心肌梗死后心绞痛，
且其他药物无效时，方考虑应用静脉短效的β１ 受体阻

滞剂。急性期以后的患者仍应继续使用口服β受体阻

滞 剂 作 为 冠 心 病 的 二 级 预 防。早 期 应 用 ＡＣＥＩ或

ＡＲＢ可明显降低发病率和病死率，尤其适用于前壁心

肌梗死、伴持久性高血压、左心室功能障碍或糖尿病患

者。钙拮抗剂一般不宜使用，除非患者有应用β受体

阻滞剂的禁忌证或伴严重的梗死后心绞痛、室上性心

动过速等且应用其他药物未能有效控制者，或者用于

辅助性进一步降低血压的治疗。

６．６　高血压合并心力衰竭

６．６．１　临床特点　研究表明，在既往健康的人群中高

血压是心力衰竭的主要归因危险。大多数心力衰竭患

者无论有无 左 心 室 扩 张 和 左 心 室 射 血 分 数（ｌｅｆｔ　ｖｅｎ－
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ＶＥＦ）降低，均有高血压史。
长期和持续的高血压促进了病理性心肌细胞肥大和心

肌损伤，后者又引起ＲＡＡＳ和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兴

奋，导致一系列神经内分泌因子的激活，从而产生心肌

重构，而心肌重构反过来又使ＲＡＡＳ和交感神经系统

进一步兴奋，加重心肌重构，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发生

心力衰竭。

６．６．２　降压的目标水平　大型临床试验结果表明，降
压治疗可降低高血压患者心力衰竭的发生率，也可减

少伴心力衰竭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降低病死率和改善

预后。对于既往曾患心力衰竭或目前仍有心力衰竭症

状与体征的高血压患者，应积极控制高血压。降压的

目标 水 平 为＜１３０／８０ｍｍ　Ｈｇ。对 于 持 续 高 血 压 患

者，或高血压伴左心室肥厚，或伴左心室功能障碍但无

心力 衰 竭 症 状 和 体 征 的 患 者，治 疗 目 标 亦 为

＜１３０／８０ｍｍ　Ｈｇ。这样做有利于预防出现心力衰竭

的症状和体征。

６．６．３　药物选择和应用　对于伴 心 力 衰 竭 或ＬＶＥＦ
降低的患者，临床研究表明，阻断ＲＡＡＳ药物如ＡＣＥＩ
或ＡＲＢ、醛固酮受体阻滞剂（螺内酯、依普利酮），以及

交感神经系统阻滞剂及β受体阻滞剂等均对患者的长

期预后有益。高血压伴心力衰竭患者通常需合用２种

或３种降压药物。在应用利尿剂消除体内过多滞留的

液体，使 患 者 处 于“干 重”状 态 后，β受 体 阻 滞 剂 加

ＡＣＥＩ或ＡＲＢ可发挥协同的有益作用，称之为优化组

合。此种组合既为抗心力衰竭治疗所必需，又可发挥

良好的降压作用。ＲＡＡＳ阻滞剂和β受体阻滞剂均应

从极小剂 量 起 始，约 为 通 常 降 压 治 疗 剂 量 的１／８～
１／４，且应缓慢地增加剂量，直至达到抗心力衰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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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目标剂量或最大耐受剂量。此种最终应用的

剂量往往会明显高于高血压治疗中的剂量，这在一系

列心力衰竭临床试验中已得到证实。

６．７　高血压伴肾脏疾病

６．７．１　高血压与肾脏疾病　两者存在伴发关系，高血

压可引起肾脏损害，后者又使血压进一步升高，并难以

控制。肾脏疾病所致的高血压称之为肾性高血压，主

要由肾血管疾病（如肾动脉狭窄）和肾实质性疾病（肾

小球肾炎，慢性肾盂肾炎、多囊肾等）所致，在肾脏疾病

进展过程中可产生高血压，后者又加剧肾脏病变使肾

功能减退，形成恶性循环。

６．７．２　高血压所致肾脏损害的降压治疗　高血压患

者如出现肾功能损害的早期表现，如微量白蛋白尿或

肌酐水平轻度升高，应积极控制血压，在患者能够耐受

情况下，可将血压降至＜１３０／８０ｍｍ　Ｈｇ，必要时可联

合应用２～３种降压药物，其中应包括一种ＲＡＡＳ阻

断剂（ＡＣＥＩ或ＡＲＢ）。

６．７．３　高血压伴慢性肾脏病的降压治疗　此类患者，
尤其伴肾功能不全，饮食及血压控制最为重要。严格

控制血压，是延缓肾脏病变的进展，预防心血管事件发

生风险的关键。目标血压可控制在１３０／８０ｍｍ　Ｈｇ以

下。ＡＣＥＩ或 ＡＲＢ既 有 降 压，又 有 降 低 蛋 白 尿 的 作

用，因此，对于高血压伴肾脏病患者，尤其有蛋白尿患

者，应作为首选；而这两类药物联合对于减少蛋白尿可

能有益，但尚缺乏足够循证依据。如不能达标可加用

长效钙拮抗剂和利尿剂。若肾功能明显受损如血肌酐

＞２６５．２ μｍｏｌ／Ｌ（３ ｍｇ／ｄＬ），或 肾 小 球 滤 过 率

＜３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或有大量蛋白尿，此时宜首

先用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噻嗪类利尿剂可改用襻利

尿剂（如呋塞米）。

６．７．４　终末期肾病的降压治疗　未透析者一般不用

ＡＣＥＩ或ＡＲＢ及噻 嗪 类 利 尿 剂；可 用 钙 拮 抗 剂、襻 利

尿剂等降压治疗。对肾脏透析患者，应密切监测血钾

和肌酐水平，降压目标＜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

６．８　高 血 压 合 并 糖 尿 病　高 血 压 常 合 并 糖 代 谢 异

常［１５７－１５８］。高血压人 群 的 糖 尿 病 患 病 率 平 均 为１８％。
高血压也是糖尿病心血管和微血管并发症患者的重要

危险因素。糖尿病一旦合并高血压，可使患者心脑血

管事件的风险明显增加（至少是单纯高血压或单纯糖

尿病的２倍），并加速视网膜病变以及肾脏病变的发生

和发展，其死亡风险将增加７．２倍［１５９－１６２］。

６．８．１　降压治疗的目标　ＵＫＰＤＳ［１３４］显示，糖尿病合

并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每 下 降１０ｍｍ　Ｈｇ，糖 尿 病 相

关的任何并发症风险下降１２％，死亡风险下降１５％。

ＡＤＶＡＮＣＥ研究［５５］显 示，药 物 治 疗 使 平 均 血 压 降 低

５．６／２．２ｍｍ　Ｈｇ，微 血 管 或 大 血 管 事 件 发 生 率 下 降

９％，心血管死亡率降低１４％，全因死亡事件的相对危

险性减少１４％。不过，控制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风

险性行动（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ｉｎ　ｄｉａ－
ｂｅｔｅｓ，ＡＣＣＯＲＤ）研究［１６１］表明，强化降压（收缩压降至

＜１２０ ｍｍ　Ｈｇ）较 常 规 降 压 治 疗 （收 缩 压 降 至

＜１４０ｍｍ　Ｈｇ），并未使患者进一步获益，而不良事件

反而明显增加，提示降压治疗宜适度。经专家多次讨

论认 为，一 般 糖 尿 病 患 者 的 降 压 目 标 是 ＜１３０／

８０ｍｍ　Ｈｇ；老年或 伴 严 重 冠 心 病 的 糖 尿 病 患 者 血 压

目标是＜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

６．８．２　药物的选择和应用［８，１２８，１６２］　收缩压在１３０～
１３９ｍｍ　Ｈｇ或者舒张压在８０～８９ｍｍ　Ｈｇ的糖尿病

患者，可以进行不超过３月的非药物治疗，包括饮食管

理、减重、限制钠盐摄入、适当限酒和中等强度的规律

运动。如 血 压 不 能 达 标，应 采 用 药 物 治 疗。血 压

≥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的患 者，应 在 非 药 物 治 疗 的 基 础 上

立即开始药物治疗；伴微量白蛋白尿的患者，应该直接

使用药物治疗。首先考虑使用ＡＣＥＩ或ＡＲＢ，对肾脏

有保护作用，且有改善糖、脂代谢的益处；当需要联合

用药时，应 以 ＡＣＥＩ或 ＡＲＢ为 基 础。亦 可 应 用 利 尿

剂、β受体阻滞剂或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利尿剂和β
受体阻滞剂宜小剂量使用，糖尿病合并高尿酸血症的

患者，慎用利尿剂；反复低血糖发作者，慎用β受体阻

滞剂，以免掩盖低血糖症状。有前列腺肥大且血压控

制不佳的患者可使用α受体阻滞剂。血压达标通常需

要２种或２种以上的药物联合治疗。

６．９　代谢综合征　我国代谢综合征患病率随着年龄

增加而 升 高，至６５岁 达 高 峰，５０岁 之 前 男 性 高 于 女

性，而５０岁之 后 则 相 反；此 外，还 存 在 明 显 的 地 区 差

异，北方 高 于 南 方（１４．６％比１０．９％），城 市 高 于 农 村

（９．７％比４．６％）［１４８］。

６．９．１　诊 断 标 准　我 国 成 人 代 谢 综 合 征 诊 断 标

准［１６３］：腰 围 ≥９０（男 性），≥８５ｃｍ（女 性）；血 压

≥１３０／８５ｍｍ　Ｈｇ，或 有 高 血 压 病 史；三 酰 甘 油

≥１．７ｍｍｏｌ／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１．０ｍｍｏｌ／Ｌ；
空腹血糖≥６．１ｍｍｏｌ／Ｌ，糖负荷２ｈ血糖≥７．８ｍｍｏｌ／Ｌ，
或有糖尿病史。满足上述３项者即可作出诊断。我国

代谢综合征的主要类型以肥胖合并高血压和血脂异常

最为常见，占５３．７％，其 次 为 肥 胖 合 并 糖 代 谢 异 常 和

高血压，占３０．５％。

６．９．２　治疗原则和降压目标　我国的研究显示，与非

代谢综合征相比，代谢综合征患者１０年心血管病风险

增加１．８５倍，缺血性和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分别增加

２．４１和１．６３倍。代 谢 综 合 征 组 分 中，以 腹 型 肥 胖 合

并高血压及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者发生心血管病的

风险最高（５．２５倍），如在上述组合的基础上合并高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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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则其脑血管病的发生风险增加１６．５８倍。代谢综

合征的治疗重在早期干预，健康膳食和合理运动甚为

重要。其干预要求主要组分综合达标［８２］：可考虑血压

＜１３０／８０ｍｍ　Ｈｇ，如合并肾脏损害，血压控制要求更

严；空腹血糖水平＜６．１０ｍｍｏｌ／Ｌ；三酰甘油＜１．７０ｍｍｏｌ／Ｌ；
高密度 脂 蛋 白 胆 固 醇＞１．０４ｍｍｏｌ／Ｌ；腰 围＜９０（男

性）或＜８５ｃｍ（女 性）。降 压 药 物 主 要 推 荐 ＡＣＥＩ或

ＡＲＢ，也可应 用 二 氢 吡 啶 类 钙 拮 抗 剂 和 保 钾 利 尿 剂，
慎用β受体阻滞剂和噻嗪类利尿剂。

６．１０　外周血管病的降压治疗　外周血管病包括肾动

脉、颈动脉、下 肢 动 脉 等 疾 病。本 节 主 要 介 绍 下 肢 动

脉病。
在我国＞６０岁 的 人 群 中 下 肢 动 脉 病 的 估 测 患 病

率超过１０％［１４８］。由于下肢动脉病是系统性动脉粥样

硬化的常见表现，治疗目标不仅是维持患肢功能，减少

或消除症状，防止疾病进展，更重要的是还要降低心、
脑血管事 件 的 风 险［１６４］。治 疗 措 施 包 括 药 物 治 疗、经

皮介入及外科手术。药物治疗方面，要尽力纠正可能

导致血管阻塞的危险因素，以减缓疾病的进展。轻中

度症状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正规的运动训练可明

显增加无间歇性跛行距离。经皮介入及外科手术血运

重建是立即缓解下肢动脉病症状的最有效方法，用于

有严重症状而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
一般认为下肢动脉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应该接受

抗高血压治疗，降压达标有利于降低心、脑血管事件的

风险。在降压过程中患肢血流可能有所下降，多数患

者均可耐受，但少数严重缺血患者会出现血流进一步

下降，导致症状加重，故对重症患者在降压时需考虑这

种可能性，尤其要避免过度降压。单纯下肢动脉病的

降压治疗可选择ＡＣＥＩ、钙拮抗剂、ＡＲＢ、β受体阻滞剂

和 利 尿 剂，对 重 症 闭 塞 性 下 肢 动 脉 病 慎 用 非 选 择 性

β受体阻滞剂，以 免 可 能 诱 发 缺 血 加 重。因 下 肢 动 脉

病常常合并冠心病，在不能排除冠心病的情况下应首

选β１ 受体 阻 滞 剂，有 助 于 降 低 心 血 管 风 险。研 究 表

明，β受体阻滞剂治疗下肢动脉病患者的高血压有效，
并非绝对禁忌［１６５］。对于无高血压的有症状的下肢动

脉病患者，有研究表明使用ＡＣＥＩ有利于降低心、脑血

管事件的风险［１６６］。

６．１１　难治性 高 血 压［１６７－１６９］　定 义：在 改 善 生 活 方 式

的基础上，应用了足量且合理联合的３种降压药物（包
括利尿剂）后，血 压 仍 在 目 标 水 平 之 上，或 至 少 需 要４
种药物才能使血压达标时，称为难治性高血压（或顽固

性高血压），约占高血压患者的１５％～２０％。

６．１１．１　难治性高血压原因的筛查　①判断是否为假

性难治性高血压：常见为测压方法不当（如测量时姿势

不正确、上臂较粗者未使用较大的袖带）；单纯性诊室

（白大衣）高血压。结合家庭自测血压、动态血压监测

可使血压测定结果更接近真实；②寻找影响高血压的

病因和并存的疾病因素：包括与药物应用有关的原因，
如患者顺从性差（未坚持服药）、降压药物选择使用不

当（剂量偏低、联合用药不够合理），以及仍在应用拮抗

降压的药物（如口服避孕药，肾上腺类固醇类、可卡因、
甘草、麻黄等）；未改变不良生活方式或改变失败（体质

量增加或肥胖、吸烟、重度饮酒）；容量负荷过重（利尿

剂治疗不充分、高盐摄入、进展性肾功能不全）；以及伴

慢性疼痛和长期焦虑等。患者可能存在１种以上可纠

正或难以纠正的原因；③排除上述因素后，应启动继发

性高血压的筛查。

６．１１．２　处理原则　①此类患者最好转高血压专科治

疗；②多与患者沟通，提高长期用药的依从性，并严格

限制钠盐摄入；③选用适当的联合方案：先采用３种药

的方案例如：ＡＣＥＩ或ＡＲＢ＋钙拮抗剂＋噻嗪类利尿

剂，或由扩血管药、减慢心率药和利尿剂组成的３药联

合方案，能够针对血压升高的多种机制，体现平衡的高

效降压的特点，往往可以奏效。效果仍不理想者可再

加用一种降压药如螺内酯、β受体阻滞剂、α受体阻滞

剂或交感神经抑制剂（可乐定）；④调整联合用药方案：
在上述努力失败后，可在严密观察下停用现有降压药，
重启另一种治疗方案。

６．１２　高血压急症和亚急症［１７０－１７１］

６．１２．１　定义　高血压急症和高血压亚急症曾被称为

高血压危象。高血压急症是指原发性或继发性高血压

患者，在某些诱因作用下，血压突然和明显升高（一般

超过１８０／１２０ｍｍ　Ｈｇ），同时伴有进行性心、脑、肾 等

重要靶器官功能不全的表现。高血压急症包括高血压

脑病、颅内出血（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梗死、
急性心力衰竭、肺水肿、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不稳定

型心绞痛、急性非ＳＴ段抬高和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
主动脉夹层、子痫等，应注意血压水平的高低与急性靶

器官损害的程度并非呈正比。一部分高血压急症并不

伴有特别高的血压值，如并发于妊娠期或某些急性肾

小球肾炎的患者，但如血压不及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会对脏器功能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危及生命，处理过程

中需要高度重视。并发急性肺水肿、主动脉夹层、心肌

梗死者，即 使 血 压 仅 为 中 度 升 高，也 应 视 为 高 血 压

急症。
高血压亚急症是指血压明显升高但不伴靶器官损

害。患者可以有血压明显升高造成的症状，如头痛，胸
闷，鼻出血和烦躁不安等。相当多的患者有服药顺从

性不好或治疗不足的问题。
血压升高的程度不是区别高血压急症与高血压亚

急症的标准，区别两者的惟一标准是有无新近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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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进行性的严重靶器官损害。

６．１２．２　高血压急症的处理　当怀疑高血压急症时，
应进行详尽的病史收集、体检和实验室检查，评价靶器

官功能受累情况，以尽快明确是否为高血压急症。但

初始治疗不要因为对患者整体评价过程而延迟。
高血压急症的患者应进入急诊抢救室或加强监护

室，持续监测血压；尽快应用适合的降压药；酌情使用

有效的镇静药以消除患者恐惧心理；并针对不同的靶

器官损害给予相应的处理。
高血压急症需立即进行降压治疗以阻止靶器官进

一步损害。在治疗前要明确用药种类、用药途径、血压

目标水平和降压速度等。在临床应用时需考虑到药物

的药理学和药代动力学作用对心排出量、全身血管阻

力和靶器官灌注等血液动力学的影响，以及可能发生

的不良反 应。理 想 的 药 物 应 能 预 期 降 压 的 强 度 和 速

度，常用药物详见表１０。
在严密监测血压、尿量和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应视

临床情况的不同使用短效静脉降压药物。降压过程中

要严密观察靶器官功能状况，如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

的变化，胸痛是否加重等。由于已经存在靶器官的损

害，过快或过度降压容易导致组织灌注压降低，诱发缺

血事件。所以起始的降压目标并非使血压正常，而是

渐进地将血压调控至不太高的水平，最大限度地防止

或减轻心、脑、肾等靶器官损害。
一般情况下，初始阶段（数分钟到１ｈ内）血 压 控

制的目标为平均动脉压的降低幅度不超过治疗前水平

的２５％。在随后的２～６ｈ内将血压降至较安全水平，
一般为１６０／１００ｍｍ　Ｈｇ左右，如果可耐受这样的血压

水平，临床情况稳定，在以后２４～４８ｈ逐 步 降 低 血 压

达到正常水平。降压时需充分考虑到患者的年龄、病

程、血压升高的程度、靶器官损害和合并的临床状况，
因人而异地制定具体的方案。如果患者为急性冠状动

脉综合征或以前没有高血压病史的高血压脑病（如急

性肾小球肾炎、子痫所致等），初始目标血压水平可适

当降低。若为主动脉夹层，在患者可以耐受的情况下，
降压的目标应该低至收缩压１００～１１０ｍｍ　Ｈｇ，一般

需要联合使用 降 压 药，并 要 给 予 足 量β受 体 阻 滞 剂。
降压的目标还要考虑靶器官特殊治疗的要求，如溶栓

治疗等。一旦达到初始靶目标血压，可以开始口服药

物，静脉用药逐渐减量至停用。
在处理高血压急症时，要根据患者具体临床情况

做其他相应处理，争取最大限度保护靶器官，并针对已

经出现的靶器官损害进行治疗。

６．１２．３　高血压 亚 急 症 的 处 理　对 高 血 压 亚 急 症 患

者，可在２４～４８ｈ将血压缓慢降至１６０／１００ｍｍ　Ｈｇ。
没有证据说 明 此 种 情 况 下 紧 急 降 压 治 疗 可 以 改 善 预

后。许多高血压亚急症患者可通过口服降压药控制，
如钙拮 抗 剂、ＡＣＥＩ、ＡＲＢ、α受 体 阻 滞 剂、β受 体 阻 滞

剂，还可根据情况应用襻利尿剂。初始治疗可以在门

诊或急诊室，用药后观察５～６ｈ。２～３ｄ后门诊调整

剂量，此后可应用长效制剂控制至最终的靶目标血压。
到急诊室就 诊 的 高 血 压 亚 急 症 患 者 在 血 压 初 步 控 制

后，应给予调整口服药物治疗的建议，并建议患者定期

去高血压门诊调整治疗。许多患者因为未认识到这一

点而在急诊就诊后仍维持原来未达标的治疗方案，造

成高血压亚 急 症 的 反 复 发 生，最 终 导 致 严 重 的 后 果。
具有高危因素的高血压亚急症如伴有心血管疾病的患

者可以住院治疗。
注意避免对某些无并发症但血压较高的患者进行

过度治疗。在这些患者中静脉或大剂量口服负荷量降

压药可产生不良反应或低血压，并可能造成相应损害。

６．１３　围手术期高血压的处理　围手术期高血压是指

外科手术住院期间（包括手术前、手术中和手术后，一

般３～４ｄ）伴发的急性血压增高（收缩压、舒张压或平

均动脉压超过基线２０％以上）。手术后高血压常开始

于术后１０～２０ｍｉｎ，可能持续４ｈ。如果不及时治疗，
患者易发生出血、脑卒中和心肌梗死。在围手术期的

过程中出现短时间血压增高，并超过１８０／１１０ｍｍ　Ｈｇ
时称为围手术期高血压危象，其发生率为４％～３５％。
既往有高血压病史，特别是舒张压超过１１０ｍｍ　Ｈｇ者

易发生围手术期血压波动。易发生高血压的手术类型

有：颈动脉、腹部主动脉、外周血管、腹腔和胸腔手术。
严重高血压 易 发 生 在 以 下 手 术 过 程 中：心 脏、大 血 管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主动脉手术）、神经系统和头颈部

的手术、此外还有肾脏移植以及大的创伤等（烧伤或头

部创伤）。

６．１３．１　降压治疗的目标　治疗目的是保护靶器官功

能。降压目标取决于手术前患者血压情况，一般应降

至基线的１０％；易出血或严重心力衰竭患者可以将血

压降至更低。需严密监测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并及时调

整降压药物剂量。轻中度原发性高血压且不伴代谢紊

乱或心血管 系 统 异 常 时，不 需 延 期 手 术。３级 高 血 压

（≥１８０／１１０ｍｍ　Ｈｇ）应 权 衡 延 期 手 术 的 利 弊 再 做 决

定。如在围手术期出现高血压急症，通常需要静脉给

予降压药物，即刻目标是在３０～６０ｍｉｎ内使舒张压降

至１１０ｍｍ　Ｈｇ，或 降 低１０％～１５％，但 不 超 过２５％。
如果患者可以耐受，应在随后的２～６ｈ将血压降低至

１６０／１００ｍｍ　Ｈｇ。主动脉夹层患者降压速度应更快，
在２４～４８ｈ内 将 血 压 逐 渐 降 至 基 线 水 平。应 选 用 那

些起效迅速，作 用 时 间 短 的 药 物 如 拉 贝 洛 尔、艾 司 洛

尔、尼卡地平、硝酸甘油、硝普钠和非诺多泮。

６．１３．２　围手术期高血压的防治　高血压患者在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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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应继续降压治疗，术前数日宜换用长效降压药物并

在手术当天早晨继续服药。有证据表明，术前β受体

阻滞剂的应用可以有效减少血压波动、心肌缺血以及

术后心房颤 动 发 生，还 可 降 低 非 心 脏 手 术 的 死 亡 率。
反之，停用β受体阻滞剂和可乐宁可以引起血压和心

率的反跳。不能口服的患者可以使用静脉或舌下含服

的β受体阻滞剂，也可以使用可乐宁皮肤贴剂。术中

血压骤升应积极寻找并及时处理各种可能的原因，如

疼痛、血容量过多、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和体温过低等。

７　高血压防治的对策和策略

７．１　防治对 策　绝 大 部 分 高 血 压 可 以 预 防，可 以 控

制，却难以治愈，因此，预防高血压的发生及系统管理

治疗高血压患者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防治

对象不仅包括已诊断的高血压患者，还包括社区中所

有可能发生高血压的高危个体。防治对策应该是可执

行的、经济有效的，并且是可持续发展的。这包括以下

４个方面。
（１）应将高血压的预防及治疗纳入当地医疗卫生

服务政策中。在资源分配、服务体系的运作及人事制

度上为高血压的防与治提供政策层面的支持。包括：

①在经费开支方面支持适合当地高血压流行状况及经

济条件的检 出 和 管 理 方 案 以 及 药 物 治 疗 的 优 惠 政 策

等；②支持对 所 服 务 范 围 的 社 区 医 生 提 供 定 期 培 训；

③对复杂或难治的高血压患者做好双向转诊；④将高

血压的防治质量及效果作为各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业

绩考核的主要评估指标。
（２）高血压一旦发生，就需要终生管理。有效的管

理是预防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等并发症的关键。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部门是高血压防治的第一线，必须担负

起高血压检 出、登 记、治 疗 及 长 期 系 统 管 理 的 主 要 责

任。通过建立健康档案的过程了解社区人群的高血压

患病率及具体的患病个体，了解社区人群中的高危个

体，并主动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通过系统筛查、机会

性检查（日常医疗服务时）及补充性追查可以经济高效

地检出高血压患者。根据患者的具体特点做必要的附

加检查。复杂或难治的高血压患者应及时转诊到上级

专 科 医 院，并 根 据 上 级 医 院 的 治 疗 方 案 继 续 管 理 该

病例。
（３）有条件的地方应建立或加强统一的电子化的

心脑血管疾病管理及专家咨询网络。统一的联网的电

子化医疗卫生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可明显提高高血压患

者治疗和管理的效率。此外心脑血管疾病的专家咨询

网络可以为基层医护人员提供继续教育或为患者提供

即时的指导意见和建议，从而提高高血压患者的管理

水平。

（４）建立并实施以医学科研证据为基础、以服务质

量与结局为指标、以全社区的心血管健康为目标的监

督考核制度，和以考核成绩为指导的资源分配与人事

安排的卫生服务政策。

７．２　高血压防治的策略　社区高血压防治要采取面

对全人群、高血压易患（高危）人群和患者的综合的防

治策略，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与三级预防相结合的综合

一体化的干预措施。

７．２．１　全人群策略　全人群的策略主要采用健康促

进的理论，强调以下几方面：①政策发展与环境支持：
在提倡健康生活方式，特别是强调减少钠盐的摄入和

控制体质量，促进高血压的早期检出和治疗方面发展

政策和创造支持性环境；②健康教育：社区健康教育责

任师应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对社区全人群开

展多种形式的高血压防治的宣传和教育，如组织健康

教育俱乐部、定期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利用宣传栏、黑

板报宣传或文字宣传材料等传播健康知识；③社区参

与：以现存的卫生保健网为基础，多部门协作，动员全

社区参与高血压防治工作；④场所干预：高血压的干预

策略必须落实到场所中才能实现。健康促进的场所分

为５类：全市、医院、居民社区、工作场所和学校。根据

不同场所的特点制定和实施高血压的干预计划。

７．２．２　高血压易患人群策略　社区高危人群的干预

主要强调早期发现和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预

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７．２．２．１　高血压易患人群的筛选　高血压易患因素

主要包括：①正常高值血压人群；②超重和肥胖；③酗

酒；④高盐饮食。

７．２．２．２　高血压易患人群的防治策略　①健康体检：
健康体检要包括一般询问、身高、体质量、血压测量、尿
常规，测定血糖、血脂、肾功能、心电图等指标；②控制

危险因素的水平：与一般人群策略相同；对体检出的高

危个体进行随访管理和生活方式指导。

７．２．３　高血压患者的管理　高血压患者的管理包括

高血压的早诊早治，规范管理和监测。

７．２．３．１　高血压的检出　社区高血压患者的筛查有

以下几个途径：①健康档案：社区建立居民档案，档案

的基本内容包括个人一般情况、家族史、现病史、生活

方式等，并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增补。将健康档

案与社区常规的诊疗信息系统连接起来，开展持续性

保健服务；②体检：体检发现高血压患者；③门诊就诊：
常规门诊就诊的患者通过测量血压发现新的高血压患

者；④其他途径的机会性筛查：如流行病调查等；⑤场

所提供测量血压的装置：职工可随时测量血压，以及时

发现血压升高；⑥家庭自测血压：自我测量血压以及时

发现血压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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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３．２　高血压的社区管理（见高血压的社区规范化

管理）

８　高血压的社区规范化管理

８．１　高血压分级随访管理的内容　根据危险分层：低
危、中危、高危 和 很 高 危，将 高 血 压 患 者 分 为 一 级、二

级、三级管理（表１７）。

表１７　社区高血压分级管理内容

　项　　目 一级管理 二级管理 三级管理

管理对象 低危患者 中危患者 高危、很高

　危患者

建立健康档案 立即 立即 立即

非药物治疗 立即开始 立即开始 立即开始

药物治疗 可随访观察３月， 随访观察１月， 立即开始

　血压仍 　血压仍 　药物治疗

　（初诊者） 　≥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　≥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

　即开始药物治疗 　即开始药物治疗

血压未达标或不稳 ３周１次 ２周１次 １周１次

　定，随访测血压

血压达标且稳定后，３月１次 ２月１次 １月１次

　常规随访测血压

测ＢＭＩ、腰围 ２年１次 １年１次 ６月１次

检测血脂 ４年１次 ２年１次 １年１次

检测血糖 ４年１次 ２年１次 １年１次

检测尿常规 ４年１次 ２年１次 １年１次

检测肾功能 ４年１次 ２年１次 １年１次

心电图检查 ４年１次 ２年１次 １年１次

眼底检查 选做 选做 选做

超声心动图检查 选做 选做 选做

转诊 必要时 必要时 必要时

　　注：ＢＭＩ：体 质 量 指 数。随 访 监 测 记 录 说 明：①血 压 监 测：医 院、社

区站（中心）测量或患者 自 测 血 压 均 可；血 压 不 稳 定 者 增 加 随 访 和 测 压

次数；鼓励患者自测血压。②其他检测项目：社区站（中心）或医院检测

均可。③辅助检测的频率为基本要求，根据需要可增加监测次数。

８．２　高血压社区管理流程　高血压社区管理操作流

程见图４；基层高血压分级管理见图５。

８．３　随访的方式　高血压社区随访可采用多种方式

同时进行，常用的方式有：患者到医院的诊所随访、定

期到居民比较集中的社区站点随访、患者自我管理教

育后的电话随访、对行动不便患者的入户随访以及对

中青年高血压人群的网络随访。符合成本效益的是电

话随访，在电话随访前患者应接受血压监测方法的培训。

８．４　高血压社区防治主要的效果评价指标　高血压

防治“三率”水平是社区高血压防治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最重要的指标。考核评估工作至少每年进行１次，各

地可根据需要增加定期考核评估工作。

图４　社区高血压防治操作流程

高血压患者管理的主要考核指标：①管理率：是指

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的高血压患者人数占辖区

高血压患病总人数的比例。计算公式：
管理率＝已管理高血压人数／辖区高血压患病总人数×１００％；

辖区高血压患病总人数估算：辖区常住成年人口总数×
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通过当地居民普查、抽样调查获

得或是选用本省（全国）近期高血压患病率指标］；②管

理人群血压控制率：接受管理的高血压患者中血压达

标人数占管理高血压患者人数的比例。计算公式：
管理人群血压控制率＝血压达标人数／管理的高血压人数×１００％；

高血压的血压控制率是指 收 缩 压＜１４０ｍｍ　Ｈｇ和 舒

张压＜９０ｍｍ　Ｈｇ，即 收 缩 压 和 舒 张 压 同 时 达 标。血

压达标可分为时点达标和时期达标２种评估方法：时

点达 标：指 高 血 压 患 者 最 近 １ 次 血 压 控 制 在

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以 下；时 期 达 标：指 选 定 时 期（一 般 选

用１年）不同时段测量的血压值，同一患者７０％以 上

血压值控制在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以下；③人群高血压防

治主要考核指标：
高血压知晓率＝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的人数／辖区高血压人数×

１００％；

高血压服药率＝已服降压药的高血压人数／辖区 高 血 压 人 数×

１００％；

血压控制率＝血压达标患者数／辖区高血压患者总数×１００％。

９　继发性高血压

继发性高血压是病因明确的高血压，当查出病因

并有效去除或控制病因后，作为继发症状的高血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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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治愈或明显缓解；继发性高血压在高血压人群中占

５％～１０％［１７２－１７３］；常见病因为肾实质性、内分泌性、肾

血管性高血压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由于精神心理

问题而引发的高血压也时常可以见到［１７４－１７５］。继发性

高血压患者发生心血管病、脑卒中、肾功能不全的危险

性更高，而病因常被忽略以致延误诊断。提高对继发

性高血压的认识，及时明确病因并积极针对病因治疗

将会大大降低因高血压及其并发症造成的高致死及致

残率。近年来对继发性高血压的鉴别已成为高血压诊

断治疗的重要方面。

图５　基层高血压患者分级管理流程图

９．１　肾实质性高血压　病因为原发或继发性肾脏实

质病变，是最常见的继发性高血压之一，其血压升高常

为难治 性，是 青 少 年 患 高 血 压 急 症 的 主 要 病 因［１７６］。
常见的肾脏实质性疾病包括急、慢性肾小球肾炎、多囊

肾，慢性肾小管－间质病变（慢性肾盂肾炎、梗阻性肾

病），代谢性疾病肾损害（痛风性肾病、糖尿病肾病），系
统性或结缔组织疾病肾损害（狼疮性肾炎、硬皮病），也
较少见于遗传性肾脏疾病（Ｌｉｄｄｌｅ综合征）、肾脏肿瘤

（肾素瘤）等。
肾实质性高血压的诊断依赖于：①肾脏实质性疾

病病史；蛋白尿、血尿及肾功能异常多发生在高血压之

前或同时出 现；②体 格 检 查 往 往 有 贫 血 貌、肾 区 肿 块

等。常 用 的 实 验 室 检 查 包 括：血、尿 常 规；血 电 解 质

（钠、钾、氯）、肌酐、尿酸、血糖、血脂；２４ｈ尿蛋白定量

或尿白蛋白与 肌 酐 比 值、１２ｈ尿 沉 渣 检 查，如 发 现 蛋

白尿、血尿及尿白细胞增加，则需进一步行中段尿细菌

培养、尿蛋白电泳、尿相差显微镜检查，明确尿蛋白、红
细胞来源及排除感染［６３，１７７－１７８］；肾脏Ｂ超：了解肾脏大

小、形态及有无肿瘤；如发现肾脏体积及形态异常，或

发现肿物，则需进一步做肾脏ＣＴ／ＭＲＩ以确诊并查病

因［１７９－１８０］；眼底检查；有条件的医院可行肾脏穿刺及病

理学检查。肾实质性高血压需与高血压引起的肾脏损

害和妊娠高血压相鉴别，肾实质性高血压肾脏病变的

发生常先于高血压或与其同时出现；血压水平较高且

较难控制、易进展为恶性高血压；蛋白尿／血尿发生早、
程度重、肾脏功能受损明显。患肾实质性高血压者多

于妊娠２０周内出现高血压伴蛋白尿或血尿、易发生先

兆子痫或子痫、分娩后仍有高血压［１８１］。
肾实质性高血压应低盐饮食（＜６ｇ／ｄ）；大量蛋白

尿及肾功能不全者，宜选择摄入高生物价蛋白，并限制

在０．３～０．６ｇ／（ｋｇ·ｄ）；在针对原发病进行有效治疗

的同时，积极控制血压在＜１３０／８０ｍｍ　Ｈｇ，有蛋白尿

的患者应首选ＡＣＥＩ或ＡＲＢ作为降压药物；长效钙拮

抗剂、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α受体阻滞剂均可作为联

合治疗的药物；如肾小球滤过率＜３０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
或有大量蛋白尿时，噻嗪类利尿剂无效，应选用襻利尿

剂治疗［１８２－１８４］。

９．２　内分泌性高血压　内分泌组织增生或肿瘤所致

的多种内分泌疾病，由于其相应激素如醛固酮［１８５］、儿

茶酚胺［１８６］、皮 质 醇 等 分 泌 过 度 增 多［１８７］，导 致 机 体 血

液动力学改变而使血压升高，也是较常见的继发性高

血压，如能 切 除 肿 瘤，去 除 病 因，高 血 压 可 被 治 愈 或

缓解。

９．２．１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原醛）　原醛是由于肾

上腺自主分泌过多醛固酮，而导致水钠潴留、高血压、
低血钾和血浆肾素活性受抑制的临床综合征。常见原

因是肾上腺腺瘤、单侧或双侧肾上腺增生，少见原因为

腺癌和糖皮质激素可调节性醛固酮增多症（ｇｌｕｃｏｃｏｒ－
ｔｉｃｏｉｄ－ｒｅｍｅｄｉａｂｌｅ　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ｉｓｍ，ＧＲＡ）。以 往 将 低 血

钾作为诊断的必备条件，故认为原醛在高血压中的患

病率＜１％，但近年的报道显示：在难治性高血压患者

中约占２０％［１８８－１８９］，仅 部 分 患 者 有 低 血 钾。建 议 对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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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伴有持续性或利尿剂引起的

低血钾（血钾＜３．５ｍｍｏｌ／Ｌ）、肾上腺意外瘤的高血压

和有原醛家族史的高血压患者进行原醛的筛查［１９０］。
建议上述患者到有条件的医院做血浆醛固酮和肾

素活性测定并计算比值进行初步筛查，阳性者进一步

进行确诊试验；确诊试验包括口服盐负荷试验、盐水输

注试验、卡托普利试验等，试验前应停用对测定有影响

的药物；低血钾、心功能不全和严重高血压的患者禁做

高钠负荷试验，如上述１～２个试验证实醛固酮不被抑

制则可确诊；可进一步 行 肾 上 腺ＣＴ薄 层（２～３ｍｍ）
扫描来进行原醛亚型分类及定位，鉴别腺瘤与增生，除
外肾 上 腺 皮 质 癌；ＭＲＩ对 原 醛 亚 型 的 诊 断 并 不 强 于

ＣＴ，分辨率较差，不推荐使用［１９０］。确诊后如选择手术

治疗，需进一步行选择性肾上腺静脉取血来测定醛固

酮水平，以鉴别是单侧肾上腺腺瘤或双侧肾上腺增生

病变，但方法为侵入性检查，费用较高，故应强调适应

证并由有经验和条件的医院进行［１９１－１９４］。如确诊原醛

患者＜２０岁，且有原醛或青年脑卒中的家族史，则 应

做基因检测以确诊或排除ＧＲＡ。
确诊为单 侧 醛 固 酮 分 泌 瘤 或 单 侧 肾 上 腺 增 生 患

者，先服用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待血压、血钾正常

后行腹腔镜单侧肾上腺手术切除术，如为肾上腺肿瘤

所致则手术切除肿瘤后高血压可得到纠正。也可用导

管消融术治疗。如患者不能手术，推荐用盐皮质激素

受体拮抗剂进行长期治疗；如为双侧肾上腺增生，推荐

用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治疗，螺内酯为一线用药，依
普利酮为选择用药；推荐用小剂量肾上腺糖皮质激素

治疗ＧＲＡ患者，以 纠 正 高 血 压 和 低 血 钾。成 人 地 塞

米松开始剂量 为０．１２５～０．２５０ｍｇ／ｄ，泼 尼 松 开 始 剂

量为２．５～５．０ｍｇ／ｄ；仅 有 少 数 原 醛 使 用 钙 拮 抗 剂、

ＡＣＥＩ、ＡＲＢ治疗，这 些 药 物 有 抗 高 血 压 作 用，但 无 明

显拮抗高醛固酮的作用［１９５－１９７］。

９．２．２　嗜铬细胞瘤　嗜铬细胞瘤是一种起源于肾上

腺嗜铬细胞过度分泌儿茶酚胺，引起持续性或阵发性

高血压和多个器官功能及代谢紊乱的肿瘤。嗜铬细胞

瘤可起源于肾上腺髓质、交感神经节或其他部位的嗜

铬组织。嗜 铬 细 胞 瘤９０％以 上 为 良 性 肿 瘤，８０％～
９０％发生于 肾 上 腺 髓 质，其 中 约９０％为 单 侧 单 个 病

变。起源于肾上腺以外的嗜铬细胞瘤约占１０％，恶性

嗜铬细胞瘤占５％～１０％，可造成淋巴结、肝、骨、肺等

转移［１９８］。嗜铬细胞瘤间断或持续的释放儿茶酚胺作

用于肾上腺素能受体，引起持续性或阵发性高血压，伴
典型的嗜铬细胞瘤三联征［１９９］，即阵发性“头痛、多汗、
心悸”，同样可造成严重的心、脑、肾血管损害；肿瘤释

放的大量儿茶酚胺入血可导致剧烈的临床症候如高血

压急症、低血压休克及严重心律失常等称为嗜铬细胞

瘤危象［２００－２０１］。但 是 如 果 能 早 期、正 确 诊 断 并 行 手 术

切除肿瘤，又将是临床可治愈的一种继发性高血压。
临床特征：①高血压：为阵发性或持续性伴阵发性

加重；压迫腹部、活动、情绪变化或排大、小便可诱发高

血压发作；一般降压药治疗常无效；②高血压发作时伴

头痛、心悸、多汗三联征表现；③高血压患者同时有体

位性低血压；④高血压患者伴糖、脂代谢异常、腹部肿

物；⑤高血压伴有心血管、消化、泌尿、呼吸、神经系统

等相关体征，但不能用该系统疾病解释的高血压患者

应进行嗜铬细胞瘤的临床评估及确诊检查。
嗜铬细胞瘤的诊断依赖于肿瘤的准确定位和功能

诊断，ＣＴ、ＭＲＩ可以发现肾上腺或腹主动脉旁交感神

经节的肿瘤［２０２］，对 肾 上 腺 外 嗜 铬 细 胞 瘤 诊 断 的 敏 感

性 较 低，而 间 位 碘 苄 胍 （ｍｅｔａｉｏｄｏｂｅｎｚｙｌｇｕａｎｉｄｉｎｅ，

ＭＩＢＧ）扫描弥补了ＣＴ、ＭＲＩ的缺点，尤其是对肾上腺

外、复发或转移肿瘤的定位具有一定的优势［２０３］，对于

嗜铬细胞瘤的定位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嗜铬细胞瘤

的功能诊断主要依赖于生化检测体液中的儿茶酚胺含

量［２０４－２０６］，其中包括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

及其代谢产物；间甲肾上腺素类物质是儿茶酚胺的代

谢产物，具有半衰期较长，不易产生波动，受药物影响

小的特点，被 认 为 其 诊 断 价 值 优 于 儿 茶 酚 胺 的 测 定。
多数嗜铬细胞瘤为良性，手术切除是最有效的治疗方

法［２０７］。但手术有 一 定 的 危 险 性，术 前 需 做 好 充 分 的

准备；１３１Ｉ－ＭＩＢＧ治 疗 是 手 术 切 除 肿 瘤 以 外 最 有 价 值

的治疗方法，主要用于恶性及手术不能切除的嗜铬细

胞瘤的治疗。控制嗜铬细胞瘤导致的血压升高、心动

过速、心律紊乱和改善临床症状，首选α受体阻滞剂，
必要时选用β受体阻滞剂。

９．２．３　库欣综合征　库欣综合征即皮质醇增多症，其
主要病因分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ａｄｒｅｎ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ｔｒｏｐｉｃ
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ＣＴＨ）依赖性或非依赖性库欣综合征两大

类；前者包括垂体ＡＣＴＨ瘤或ＡＣＴＨ细胞增生（即库

欣病）、分泌的垂体外肿瘤（即异位ＡＣＴＨ综合征）；后
者包括自主分泌皮质醇的肾上腺腺瘤、腺癌或大结节

样增生［２０８］。
建议伴有下述临床症状与体征的肥胖高血压患者

进行库欣综合征临床评估及确诊检查：①向心性肥胖、
水牛背、锁骨上脂肪垫；满月脸、多血质；皮肤菲薄、淤

斑、宽大 紫 纹、肌 肉 萎 缩；②高 血 压、低 血 钾、碱 中 毒；

③糖耐量减退或糖尿病；④骨质疏松或有病理性骨折、
泌尿系结石；⑤性功能减退，男性阳痿，女性月经紊乱、
多毛、不育等；⑥儿童生长、发育迟缓；⑦神经、精神症

状；⑧易感染、机体抵抗力下降。

９．３　肾动脉狭窄　肾动脉狭窄的根本特征是肾动脉

主干或分支 狭 窄，导 致 患 肾 缺 血，ＲＡＡＳ活 性 明 显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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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引起高血压及患肾功能减退。肾动脉狭窄是引起

高血压和（或）肾功能不全的重要原因之一，患病率占

高血压人群的１％～３％［２０９］。动脉粥样硬化是最常见

的病 因，据 估 计 在 我 国 占 所 有 肾 动 脉 狭 窄 的７０％以

上，其 次 为 大 动 脉 炎（约２０％）及 纤 维 肌 性 发 育 不 良

（约５％）［２１０］。其中 大 动 脉 炎 所 致 的 主 动 脉 及 肾 动 脉

狭窄是我国 年 轻 人 继 发 性 血 管 源 性 高 血 压 的 主 要 原

因，这与欧美国家有明显差别。
肾动脉狭 窄 诊 断 包 括［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２］：①恶 性 或 顽 固 性

高血压；②原来控制良好的高血压失去控制；③高血压

并有腹部血管杂音；④高血压合 并 血 管 闭 塞 证 据 （冠

心病，颈部血管杂音，周围血管病变）；⑤无法用其他原

因解释的血清肌酐升高；⑥ＡＣＥＩ或ＡＲＢ降压幅度大

或诱发急性肾功能不全；⑦与左心功能不匹配的发作

性肺水肿；⑧高血压并两肾大小不对称。如果线索越

多，则肾动脉狭窄的可能性越大，但单凭临床线索作出

正确诊断的可能性不到一半。目前有许多无创诊断方

法，主要包括两方面：肾动脉狭窄的解剖诊断（多普勒

超声、ＭＲＡ、ＣＴＡ）和功能诊断（卡托普利肾图、分肾肾

小球滤过率、分肾静脉肾素活性），可根据临床需要和

医院的技术条件予以选择［２１３］。有创检查经动脉血管

造影目前仍是诊断肾动脉狭窄的金标准。
治疗措施 包 括 药 物 治 疗 和 肾 动 脉 血 运 重 建 两 大

类。药物降压是基本步骤，ＡＣＥＩ或ＡＲＢ控制肾血管

性高血压十分有效，但可能导致患肾肾功能损害，对于

双侧或单功能肾的肾动脉狭窄患者，可能诱发急性肾

功能不全。对于禁用ＡＣＥＩ或ＡＲＢ的患者，钙拮抗剂

和β受体阻滞剂为较安全有效的降压药物，其他药物

如α受体阻滞剂、非特异性血管扩张剂及中枢性降压

药也可考虑适当合用。药物降压时宜保持血压在适当

水平。目前认为，对于肾功能尚能维持在正常范围的

一侧肾动脉狭窄患者，使用ＡＣＥＩ或ＡＲＢ可能有心血

管系统保护 作 用［２１１］，药 物 治 疗 期 间 需 定 期 测 量 肾 体

积及分肾功能，如患肾出现萎缩趋势或肾功能明显下

降，则有血运重建的指征。对于双侧或单功能肾的肾

动脉狭窄患者单用药物治疗疗效差，建议进行血运重

建治疗。肾动脉血运重建，尤其是经皮支架术，对于确

定的肾血管性高血压和（或）缺血性肾病患者，已成为

临床上首选的治疗方法，但对于不确定的患者该方法

是否优于单纯药物治疗尚无定论［２１３］。
大动脉炎及纤维肌性发育不良所致肾血管性高血

压常＜４０岁发病，多见于育龄女性。对位于肾动脉主

干或主要分支的局限病变，多数研究报告显示经皮动

脉成形术成功率高，中远期临床获益大。此类患者的

血压如果持续升高，依赖降压药，则应该接受经皮介入

治疗，以免高血压的长期不良影响。由于单纯经皮球

囊动脉成形术治疗的效果很好，血管内支架仅用于经

皮动脉成形术失败的补救措施。

９．４　主动脉缩窄　主动脉狭窄系少见病，包括先天性

主动脉缩窄及获得性主动脉狭窄。先天性主动脉缩窄

表现为主动脉的局限性狭窄或闭锁，发病部位常在主

动脉峡部原动脉导管开口处附近，个别可发生于主动

脉的其他位置；获得性主动脉狭窄主要包括大动脉炎、
动脉粥样硬 化 及 主 动 脉 夹 层 剥 离 等 所 致 的 主 动 脉 狭

窄。主动脉狭窄只有位于主动脉弓、降主动脉和腹主

动脉上段才会引发临床上的显性高血压，升主动脉狭

窄引发的高血压临床上常规的血压测量难以发现，而

肾动脉开口水平远端的腹主动脉狭窄一般不会导致高

血压。本病的基本病理生理改变为狭窄所致血流再分

布和肾组织缺血引发的水钠潴留和ＲＡＡＳ激活，结果

引起左心室肥厚、心力衰竭、脑卒中及其他重要脏器损

害。由于主动脉狭窄远端血压明显下降和血液供应减

少，可导致肾动脉灌注不足。因此，这类高血压的发生

虽然主要因机械阻力增加所致，但与肾脏缺血后释放

肾素增多也有关［２１４］。
主动脉缩窄主要表现上肢高血压，而下肢脉弱或

无脉，双下肢血压明显低于上肢，听诊狭窄血管周围有

明显血管杂音。无创影像检查如：多普勒超声、ＭＲＡ、

ＣＴＡ可明确狭窄的部位和程 度。一 般 认 为 如 果 病 变

直径狭窄≥５０％，且病变远、近端收缩压差≥２０ｍｍ　Ｈｇ，
则有血液动力学的功能意义。

主动脉狭窄一经确定诊断，如无手术禁忌，应及早

手术解除狭窄，达到根治的目的。手术方法有外科治

疗和介入治疗。如狭窄部位局限，无重要的侧支血管，
则首选介入治疗［２１５－２１６］。

９．５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ｓｌｅｅｐ　ａｐｎｅａ－ｈｙｐｏｐｎｅａ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ＳＡＨＳ）　睡眠呼吸

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是指由于睡眠期间咽部肌肉塌陷堵

塞气道，反复出现呼吸暂停或口鼻气流量明显降低，临
床上主要表现为睡眠打鼾，频繁发生呼吸暂停的现象，
可分为阻塞性、中枢性和混合性三型，以ＯＳＡＨＳ最为

常见，占睡眠呼 吸 暂 停 低 通 气 综 合 征 的８０％～９０％，
是顽固性 高 血 压 的 重 要 原 因 之 一［１３２］。至 少３０％的

高血压患 者 合 并 ＯＳＡＨＳ，而 ＯＳＡＨＳ患 者 中 高 血 压

发生率高达５０％～８０％，远远高于普通人群的１１％～
１２％。其诊断标准［２１７］为每晚７ｈ睡眠中，呼吸暂停及

低通气反复发作在３０次以上和（或）呼吸暂停低通气

指数（ａｐｎｅａ－ｈｙｐｏｐｎｅａ　ｉｎｄｅｘ，ＡＨＩ）≥５次／ｈ。呼吸暂

停是指口鼻气流停止１０ｓ以上。低通气是指呼吸气

流降低到基础值的５０％以下并伴有血氧饱和度下 降

超过４％。本病临床表现为：①夜间打鼾，往往是鼾声

－气流停止－喘气－鼾声交替出现，严重者可以憋醒；

·３３７·中华高血压杂志　２０１１年８月第１９卷第８期　Ｃｈｉｎ　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Ｖｏｌ．１９Ｎｏ．８



②睡眠行为异常，可表现为夜间惊叫恐惧、呓语、夜游；

③白天嗜睡、头痛、头晕、乏力，严重者可随时入睡。部

分患者精神行为异常，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和判断力

下降、痴呆等；④个性变化，烦躁、激动、焦虑；部分患者

可出现性欲减退、阳痿；患者多有肥胖、短颈、鼻息肉；
鼻甲、扁桃体及悬雍垂肥大；软腭低垂、咽腔狭窄、舌体

肥大、下 颌 后 缩 及 小 颌 畸 形；ＯＳＡＨＳ常 可 引 起 高 血

压、心律失常、急性心肌梗死等多种心血管疾病。
多导睡眠监测是诊 断 ＯＳＡＨＳ的“金 标 准”；ＡＨＩ

是指平均每小时呼吸暂停低通气次数，依据ＡＨＩ和夜

间ＳａＯ２ 值，分为轻、中、重度。轻度：ＡＨＩ　５～２０，最低

ＳａＯ２≥８６％；中 度：ＡＨＩ　２１～６０，最 低ＳａＯ２８０％～
８５％；重度：ＡＨＩ＞６０，最低ＳａＯ２＜７９％。

减轻体质量和生活方 式 改 良 对 ＯＳＡＨＳ很 重 要，
口 腔 矫 治 器 对 轻、中 度 ＯＳＡＨＳ有 效；而 中、重 度

ＯＳＡＨＳ往往需用持续正压通气；注意选择合适的降压

药物；对有鼻、咽、腭、颌解剖异常的患者可考虑相应的

外科手术治疗［２１８］。

９．６　药物性高血压　药物性高血压是常规剂量的药

物本身或该药物与其他药物之间发生相互作用而引起

血压升高，当血 压＞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时 即 考 虑 药 物 性

高血压。主要包 括：①激 素 类 药 物；②中 枢 神 经 类 药

物；③非类固醇类抗炎药物；④中草药类；⑤其他。原

则上，一旦确 诊 高 血 压 与 用 药 有 关，应 该 停 用 这 类 药

物，换用其他药物或者采取降压药物治疗。

１０　指南的推广与实施

１０．１　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指南宣传推广

和实施中的作用　２００９年推出的国家医改政策已 经

将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

畴，积极支持和推动高血压社区防治工作的组织实施，
明确鼓励全国所有具备条件的地区都要参照《中国高

血压防治指南》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规范管理。为此，各
级政府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在指南的宣传推广工作

中起主导作用。必须将高血压的人群防治列入工作议

程，将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纳入各级政府的

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高血压

防治规划，组织各级防治队伍开展高血压防治指南培

训，动员和协调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开展医院及社区

人群综 合 防 治。具 体 可 以 在 以 下 几 方 面 开 展 工 作：

①开发高血压防治公共卫生政策；②制定各级医院高

血压及相关疾病控制的考核评估体系；③制定社区人

群防治中长 期 规 划；④保 障 高 血 压 防 治 的 经 费 投 入；

⑤鼓励和支持高血压人群防治研究；⑥构建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高血压人群防治环境；⑦开展医院及社区人

群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和疾病控制。

１０．２　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医疗单位和企业界在指南

宣传推广中的作用　高血压联盟（中国）、高血压防治

研究机构，各级学会、协会等学术团体，疾病防治机构

和各等级医院应发挥技术优势，企业界参与及在政府

的主导下，组织各级防治队伍和全科医生开展防治指

南宣传推广活动，培训各级防治队伍，掌握指南的基本

精神和知识要点，发挥指南在各级医院及社区人群防

治工作中的技术指导作用，开展高血压防治规范化管

理，努力提高高血压防治的“三率”水平，促进居民的心

血管健康。具 体 可 以 在 以 下 几 方 面 发 挥 技 术 指 导 作

用：①健康教育专家辅导；②防治指南知识培训；③规

范管理技能指导；④双向转诊技术支撑；⑤医院及社区

防治考核评估。

１０．３　开展全国高血压医院及社区规范化管理与考核

评估　全国各地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依据国家医改政

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要求，开展高血压患者健

康管理服务，预防和控制高血压，减少由高血压导致的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死亡。
在有条件的省市和地区，应该参照《中国高血压防

治指南》的要求，依据血压分级和心血管危险分层，开

展不同干预强度的高血压规范化管理。各省市可依据

自身条件，选择有基础的医院和社区开展试点，获取成

功经验后尽快推广实施，在政府的主导下，发挥各级医

疗机构的业务职能和技术支持作用，协调组织各基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所，争取各界的支持，
开展高血压人群健康管理和综合干预，维护国民的心

血管健康。
充分发挥高血压防治专业机构的作用，在国家心

血管病中心和高血压联盟（中国）的统一协调下，开展

全国高血压防治考核评估，以推动全国层面的高血压

防治工作。依据医改政策要求，将高血压患者健康管

理率、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和管理人群血压控制率

作为基本考 核 指 标 体 系，开 展 日 常 和 年 度 考 核 评 估。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利用电子化网络数据库平台，构建

评估考核体系。鼓励开展高血压知晓率、治疗率和控

制率的年度考核评估。

１１　编后语

本指南的编写基于国内外最新研究证据并结合中

国的国情。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深感高血压领域还有许

多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缺乏足够的证据。这种情况

对今后高血压及相关疾病的防治工作提出了挑战。对

这些没有阐明和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是摆在

每一位防治工作人员面前的重要任务。因此我们不但

要学习贯彻指南，而且要利用指南这个平台开展广泛

的协作研究，以能在将来积累足够的证据，更好地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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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高血压及相关疾病防治人员应结合本地高血

压流行的特点和防治现状，因地制宜地开展各项研究

工作。研究工作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在阅读文献的

基础上提出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提出假设），并写好

研究计划，应包括研究的设计，测量项目和方法以及研

究结果的评价方法。
志谢　在本指南修订期 间，高 血 压 联 盟（中 国）、国 家 心 血 管 病 中 心、中

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肾脏

病学分会、中华医学会老年病学分会、中华预防医学会脑卒中防控专业

委员会等联合组织了多次专题研讨会，有关学会团体、专家的意见和建

议为修订提供了重要帮助

利益冲突声明　在本指南修订期间，赛诺菲安万特中国公司、拜耳医药

保健有限公司、杭州默沙 东 制 药 有 限 公 司、北 京 诺 华 制 药 有 限 公 司、辉

瑞制药有限公司、阿斯利康（无锡）有限公司、北京默克药业咨询有限公

司、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 限 公 司、南 京 正 大 天 晴 制 药 有 限 公 司、施 慧 达

药业集团（吉林）有限公司、德国奈科明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欧姆龙工

贸（大连）有限公司支持了修订工作会议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刘力生

副主任委员：吴兆苏，朱鼎良

委员（按汉语拼音字母排序）：陈鲁原，陈伟伟，初少莉，
高润霖，顾东风，黄峻，蒋雄京，孔灵芝，李勇，李南方，
李舜伟，李小鹰，李新立，林金秀，刘力生，刘梅林，马淑

平，米杰，潘长玉，孙宁玲，唐新华，王文，王海燕，王继

光，王拥军，王增武，吴兆苏，许樟荣，严晓伟，姚崇华，
游凯，袁洪，曾正陪，张维忠，张宇清，张新华，赵冬，赵

文华，朱俊，朱鼎良，朱曼路，诸骏仁，祝之明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学术委员会委员（按汉语拼音字

母排序）：陈春明，陈兰英，戴闺柱，戴玉华，方圻，冯建

章，高平进，龚兰生，顾复生，管廷瑞，郭静萱，洪昭光，
胡大一，华琦，黄振文，霍勇，纪宝华，姜一农，金宏义，
雷正龙，李 卫，李 广 平，李 光 伟，李 一 石，林 曙 光，刘 国

树，宁田海，戚文航，钱荣立，沈璐华，孙明，陶军，汪道

文，王克安，王兴宇，魏岗之，吴海英，吴可贵，吴锡桂，

吴印生，向红丁，谢晋湘，徐成斌，徐守春，杨天伦，杨艳

敏，余国膺，张麟，张运，张廷杰，赵连友

参考文献

［１］王陇德．调查结果［Ｍ］／／王陇德．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报告之一２００２综合报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５：５３－５７．
［２］周北凡．膳食与心血管病［Ｍ］／／周 北 凡，吴 锡 桂．心 血 管 病 流 行

病学及人群防治．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３：４９－６０．
［３］Ｃｈｅｎ　ＣＭ，Ｚｈａｏ　Ｗ，Ｙａｎｇ　Ｚ，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Ｏｂｅｓ　Ｒｅｖ，２００８，９（Ｓｕｐｐｌ　１）：

１００－１０３．
［４］周北凡．饮酒与 高 血 压［Ｍ］／／刘 力 生．高 血 压．北 京：人 民 卫 生

出版社，２００１：３３－３７．
［５］Ｔａｏ　ＳＱ，Ｗｕ　ＸＧ，Ｄｕａｎ　ＸＦ，ｅｔ　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　Ｊ，１９９５，１０８（７）：４８３－４８９．
［６］段秀芳，吴锡桂．原发性高血压的流行病学［Ｍ］／／李立明．中国

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之四，２００２高血压．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２００８：２３－３５．
［７］王增武，王馨，李贤，等．中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及控制状况的演

变趋势［Ｊ］．中华高血压杂志，２００８，１６（１１）：１０３３－１０３６．
［８］Ｌｅｗｉｎｇｔｏｎ　Ｓ，Ｃｌａｒｋｅ　Ｒ，Ｑｉｚｉｌｂａｓｈ　Ｎ，ｅｔ　ａｌ．Ａｇ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ｌｅ－

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ｕｓｕ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ｏ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ａ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ｏｎｅ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　６１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２，３６０（９３４９）：１９０３－１９１３．
［９］Ｗｕ　Ｚ，Ｙａｏ　Ｃ，Ｚｈａｏ　Ｄ，ｅｔ　ａｌ．Ｓｉｎｏ　ＭＯＮＩＣ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ａ　ｃｏｌ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

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ａｒｔ　ｉ：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Ｊ］．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１０３（３）：４６２－４６８．
［１０］Ｏ＇Ｂｒｉｅｎ　Ｅ，Ａｓｍａｒ　Ｒ，Ｂｅｉｌｉｎ　Ｌ，ｅｔ　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ｈｙｐｅｒ－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ｏｍｅ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Ｊ］．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０３，２１（５）：８２１－

８４８．
［１１］Ｍａｎｃｉａ　Ｇ，Ｄｅ　Ｂａｃｋｅｒ　Ｇ，Ｄｏｍｉｎｉｃｚａｋ　Ａ，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ＥＳＨ）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ＥＳＣ）［Ｊ］．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０７，２５（６）：１１０５－１１８７．

［１２］Ｌｉ　Ｙ，Ｓｔａｅｓｓｅｎ　ＪＡ，Ｌｕ　Ｌ，ｅｔ　ａｌ．Ｉ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

ｓｉｏｎ　ａ　ｎｏｖｅ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０７，５０（２）：３３３－３３９．
［１３］Ｆａｎ　ＨＱ，Ｌｉ　Ｙ，Ｔｈｉｊｓ　Ｌ，ｅｔ　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ｎｏｃ－

ｔｕｒｎ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８７１１ｉｎｄｉｖｉｄ－

ｕａｌｓ　ｆｒｏｍ　１０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Ｊ］．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１０，２８（１０）：２０３６－

２０４５．
［１４］Ｌｉ　Ｙ，Ｔｈｉｊｓ　Ｌ，Ｈａｎｓｅｎ　ＴＷ，ｅｔ　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ｕｒｇｅ　ｉｎ　５６４５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８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ｓ［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１０，５５（４）：１０４０－１０４８．
［１５］Ｋａｒｉｏ　Ｋ．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ｕｒｇｅ　ｉｎ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１０，５６（５）：

７６５－７７３．
［１６］Ｐａｒａｔｉ　Ｇ，Ｓｔｅｒｇｉｏｕ　ＧＳ，Ａｓｍａｒ　Ｒ，ｅｔ　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ｈｙ－

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ｔ　ｈｏｍｅ：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５３７·中华高血压杂志　２０１１年８月第１９卷第８期　Ｃｈｉｎ　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Ｖｏｌ．１９Ｎｏ．８



ｏｎ　ｈｏｍｅ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Ｊ］．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０８，２６
（８）：１５０５－１５２６．

［１７］Ｗａｅｂｅｒ　Ｂ，ｄｅ　ｌａ　Ｓｉｅｒｒａ　Ａ，Ｒｕｉｌｏｐｅ　ＬＭ．Ｔａｒｇｅｔ　ｏｒｇａｎ　ｄａｍａｇｅ：

ｈｏｗ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ｉｔ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ｉｔ？［Ｊ］．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　Ｓｕｐｐｌ，

２００９，２７（３）：Ｓ１３－１８．
［１８］ｄｅ　Ｚｅｅｕｗ　Ｄ．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ａ　ｔａｒｇｅｔ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ｙｐｅ　２ｄｉａ－

ｂｅｔｉｃ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Ｊ］．Ｓｅｍｉｎ　Ｎｅｐｈｒｏｌ，２００７，２７（２）：１７２－１８１．
［１９］中国高血压防 治 指 南 修 订 委 员 会．中 国 高 血 压 防 治 指 南（２００５

年修订版）［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０］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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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ｅｎｓ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Ｊ］．

ＢＭＪ，２００８，３３６（７６５３）：１１２１－１１２３．
［４０］Ｄａｈｌｆ　Ｂ，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ＲＢ，Ｋｊｅｌｄｓｅｎ　ＳＥ，ｅｔ　ａｌ．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ｓａｒｔ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ＬＩＦＥ）：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ａ－

ｇａｉｎｓｔ　ａｔｅｎｏｌｏｌ［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２，３５９（９３１１）：９９５－１００３．
［４１］Ｄａｈｌｆ　Ｂ，Ｓｅｖｅｒ　ＰＳ，Ｐｏｕｌｔｅｒ　ＮＲ，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

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ｇｉｍｅｎ　ｏｆ　ａｍｌｏｄｉｐｉｎｅ

ａｄｄｉｎｇ　ｐｅｒｉｎｄｏｐｒｉｌ　ａ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ｔｅｎｏｌｏｌ　ａｄｄｉｎｇ　ｂｅｎｄｒｏｆｌｕ－

ｍｅｔｈｉａｚｉｄｅ　ａ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ｒｉａｌ－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ｒｍ （ＡＳＣＯＴ－ＢＰＬＡ）：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５，３６６
（９４８９）：８９５－９０６．

［４２］Ｊａｍｅｒｓｏｎ　ＫＡ．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ｔｒ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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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１，３５８（９２８７）：１０３３－１０４１．
［４４］Ｃｕｓｈｍａｎ　ＷＣ，Ｅｖａｎｓ　ＧＷ，Ｂｙｉｎｇｔｏｎ　ＲＰ，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ｎ－

ｓｉｖｅ　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ｙｐｅ　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１０，３６２（１７）：１５７５－１５８５．
［４５］Ｌｉｕ　Ｌ，Ｚｈａｎｇ　Ｙ，Ｌｉｕ　Ｇ，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ｆｅｌｏｄｉｐｉｎｅ　ｅｖｅｎ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ＥＶＥＲ）ｓｔｕｄｙ：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

ａ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０５，２３

·６３７· 中华高血压杂志　２０１１年８月第１９卷第８期　Ｃｈｉｎ　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Ｖｏｌ．１９Ｎｏ．８



（１２）：２１５７－２１７２．
［４６］王文，张宇清，张学中，等．高血压患者治疗后平均血压水平与心

脑血管 事 件 的 关 系－非 洛 地 平 降 低 并 发 症 研 究（ＦＥＶＥＲ）分 析

［Ｊ］．中华高血压杂志，２０１０，１８（５）：４３９－４４３．
［４７］王文，马丽媛，刘明波，等．初始低剂量氨氯地平加替米沙坦或复

方阿米洛利联合治疗对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率影响的阶段报告

［Ｊ］．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９，３７（８）：７０１－７０７．
［４８］Ｗａｎｇ　Ｗ，Ｍａ　Ｌ，Ｚｈ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ｌｏｄｉ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ｂｌｏｃｋｅｒ　ｏｒ　ｄｉｕｒ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ｈｙｐｅｒ－

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Ｊ］．Ｊ　Ｈｕｍ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１１，２５（４）：２７１－２７７．

［４９］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

ｓｕｌｔ．ＰＡＴ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Ｊ］．Ｃｈｉｎ　Ｍｅｄ　Ｊ（Ｅｎｇｌ），１９９５，

１０８（９）：７１０－７１７．
［５０］Ａｒｉｍａ　Ｈ，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Ｏｍａｅ　Ｔ，ｅｔ　ａｌ．Ｐｅｒｉｎｄｏｐｒｉｌ－ｂａｓ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ｍａｊｏｒ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ｈｅ　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　ｔｒｉａｌ［Ｊ］．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１０，２８（２）：３９５－４００．
［５１］Ａｒｉｍａ　Ｈ，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Ｊ，Ｗｏｏｄｗａｒｄ　Ｍ，ｅｔ　ａｌ．Ｌｏｗｅ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ｒｏｋｅ：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ｒｉａｌ［Ｊ］．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０６，２４（６）：

１２０１－１２０８．
［５２］刘力生，龚兰生，王文，等．降压治疗对中国脑血管病患者脑卒中

再发预防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临床研究［Ｊ］．中华 心 血 管 病 杂

志，２００５，３３（７）：６１３－６１７．
［５３］王文，邓卿，王宪衍，等．６年降压治疗对脑血管病患者脑卒中再

发事件的预防效果［Ｊ］．中华高血压杂志，２００７，１５（４）：２８１－２８４．
［５４］Ｂｅｃｋｅｔｔ　ＮＳ，Ｐｅｔｅｒｓ　Ｒ，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ＡＥ，ｅｔ　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ｙｐｅｒ－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８０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ｇｅ　ｏｒ　ｏｌｄｅｒ［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２００８，３５８（１８）：１８８７－１８９８．
［５５］Ｐａｔｅｌ　Ａ，ＡＤＶＡＮＣ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ＭａｃＭａｈｏｎ　Ｓ，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ｆｉｘ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ｉｎｄｏｐｒｉ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ａｐａｍｉｄｅ　ｏｎ

ｍａ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ｔｒｉａｌ）：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７，３７０（９５９０）：８２９－８４０．
［５６］Ｚａｍｏｒａｎｏ　Ｊ，Ｅｒｄｉｎｅ　Ｓ，Ｐａｖｉａ　Ａ，ｅｔ　ａｌ．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ａｒｄｉ－

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ｕｓｕａｌ　ｃａｒ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ｔｒｉａｌ［Ｊ］．Ｃｕｒｒ　Ｍｅｄ　Ｒｅｓ　Ｏｐｉｎ，２０１１，２７（４）：８２１－８３３．
［５７］Ｗａｎｇ　ＸＢ，Ｑｉｎ　ＸＨ，Ｄｅｍｉｒｔａｓ　Ｈ，ｅｔ　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ｆｏ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ｒｏｋ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７，３６９（９５７６）：１８７６－１８８２．
［５８］Ｗａｌｄ　ＤＳ，Ｍｏｒｒｉｓ　ＪＫ，Ｗａｌｄ　ＮＪ．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ｓｅｒ－

ｕｍ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ａｎｄ　ｉｓｃｈａｅｍ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１，６（２）：ｅ１６４７３．

［５９］Ｓａｐｏｓｎｉｋ　Ｇ，Ｒａｙ　ＪＧ，Ｓｈｅｒｉｄａｎ　Ｐ，ｅｔ　ａｌ．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ｋｅ　ｒｉｓｋ，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ａｎｄ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ｄ－

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ＯＰＥ　２ｔｒｉａｌ［Ｊ］．Ｓｔｒｏｋｅ，２００９，４０（４）：１３６５－１３７２．
［６０］Ｚａｎｃｈｅｔｔｉ　Ａ，Ｂｏｎｄ　ＭＧ，Ｈｅｎｎｉｇ　Ｍ，ｅｔ　ａｌ．Ｃａｌｃｉｕｍ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

ｌａｃｉｄｉｐｉｎｅ　ｓｌｏｗｓ　ｄｏｗ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ｔｈｅｒ－

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ｃｉｄｉｐｉｎ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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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的策略与方案［Ｊ］．中华高血压杂志，２０１０，１８（１０）：９０４－９９０．
［８８］Ｗａｎｇ　ＪＧ，Ｋａｒｉｏ　Ｋ，Ｌａｕ　Ｔ，ｅｔ　ａｌ．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ｈｙｄｒｏｐｙｒｉｄｉｎｅ　ｃａｌ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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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ｍｌｏｄｉ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ｂｌｏｃｋｅｒｓ：ａ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０７，５０
（１）：１８１－１８８．

［９０］Ｅｌｌｉｏｔｔ　ＨＬ，Ｍｅｒｅｄｉｔｈ　ＰＡ．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ｎｉｆｅｄｉｐｉｎｅ

ＧＩＴＳ　ｉｎ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ＡＳ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Ａ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ｇｉｎａ［Ｊ］．Ｊ　Ｈｕｍ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１１，２５（１）：６３－７０．
［９１］《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 抑 制 剂 在 肾 脏 病 中 正 确 应 用》专 家 协 会 组．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在肾脏病中正确应用的专家 共 识［Ｊ］．

中华肾脏病杂志，２００６，２２（１）：５７－５８．
［９２］Ｄａｎｃｈｉｎ　Ｎ，Ｃｕｃｈｅｒａｔ　Ｍ，Ｔｈｕｉｌｌｅｚ　Ｃ，ｅｔ　ａｌ．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ｃｏｎｖｅｒ－

ｔ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ｒ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ｄｙ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Ｊ］．

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２００６，１６６（７）：７８７－７９６．
［９３］ＯＮＴＡＲＧＥ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Ｙｕｓｕｆ　Ｓ，Ｔｅｏ　ＫＫ，ｅｔ　ａｌ．Ｔｅｌｍｉｓａｒ－

ｔａｎ，ｒａｍｉｐｒｉｌ，ｏｒ　ｂｏｔｈ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ｔ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０８，３５８（１５）：１５４７－１５５９．

［９４］Ａｌｄｅｒｍａｎ　Ｍ，Ａｉｙｅｒ　ＫＪ．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ｏｓａｒｔａｎ［Ｊ］．Ｃｕｒｒ　Ｍｅｄ　Ｒｅｓ　Ｏｐｉｎ，２００４，２０（３）：３６９－

３７９．
［９５］Ｂｒａｍｌａｇｅ　Ｐ，Ｈａｓｆｏｒｄ　Ｊ．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ｄｒｕ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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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Ｏｐａｒｉｌ　Ｓ，Ｙａｒｏｗｓ　ＳＡ，Ｐａｔｅｌ　Ｓ，ｅｔ　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ａｌｉｓｋｉｒｅ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ｓａｒｔａ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

ｓｉｏｎ：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ｄｏｕｂｌｅ　ｂｌｉｎｄ　ｔｒｉａｌ［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７，３７０
（９５８３）：２２１－２２９．

［１０６］Ｙａｒｏｗｓ　Ａ，Ｏｐａｒｉｌ　Ｓ，Ｐａｔｅ　Ｓ，ｅｔ　ａｌ．Ａｌｉｓｋｉｒｅ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ｓａｒｔａｎ　ｉｎ

·８３７· 中华高血压杂志　２０１１年８月第１９卷第８期　Ｃｈｉｎ　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Ｖｏｌ．１９Ｎｏ．８



ｓｔａｇｅ　２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ｄｏｕｂ－

ｌｅ－ｂｌｉｎｄ　ｓｔｕｄｙ［Ｊ］．Ａｄｖ　Ｔｈｅｒ，２００８，２５（１２）：１２８８－１３０２．
［１０７］Ｄｕｐｒｅｚ　ＤＡ，Ｍｕｎｇｅｒ　ＭＡ，Ｂｏｔｈａ　Ｊ，ｅｔ　ａｌ．Ａｌｉｓｋｉｒｅｎ　ｆｏｒ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Ｊ　Ｈｕｍ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１０，２４（９）：６００－６０８．

［１０８］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ＳＳ，Ｌｏｐｅｚ　ＶＡ，Ｗｏｎｇ　ＮＤ，ｅｔ　ａｌ．Ｓｉｎｇｌ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

ｅａｓｅ．Ｔｈｅ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　ｈｅａｒｔ　ｓｔｕｄｙ［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１１９
（２）：２４３－２５０．

［１０９］柯元南，黄峻，诸骏仁，等．缬 沙 坦／氨 氯 地 平 复 方 片 剂 对 单 药 控

制不良的轻中 度 高 血 压 患 者 的 疗 效 观 察［Ｊ］．中 华 心 血 管 病 杂

志，２００９，３７（９）：７９４－７９９．
［１１０］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制订联合 委 员 会．中 国 成 人 血 脂 异

常防治指南［Ｊ］．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７，３５（５）：３９０－４１９．
［１１１］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ｉｎ　４４４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ｈｅ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ｓｉｍ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ｓｔｕｄｙ（４Ｓ）［Ｊ］．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９４，３４４（８９３４）：１３８３－１３８９．
［１１２］Ｓａｃｋｓ　ＦＭ，Ｐｆｅｆｆｅｒ　ＭＡ，Ｍｏｙｅ　ＬＡ，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ａｖａｓ－

ｔａｔｉｎ　ｏ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ｌｅｖｅｌｓ．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ａｎｄ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ｒｉ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１９９６，３３５（１４）：１００１－１００９．
［１１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ａｔｈ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ａ　ｂｒｏａｄ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ｌｅｖｅｌｓ．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ｉｎ

ｉｓｃｈａｅｍ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ＬＩＰＩＤ）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１９９８，

３３９（１９）：１３４９－１３５７．
［１１４］Ｓｅｒｒｕｙｓ　ＰＷ，ｄｅ　Ｆｅｙｔｅｒ　Ｐ，Ｍａｃａｙａ　Ｃ，ｅｔ　ａｌ．Ｆｌｕ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ｆｏｒ　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ｅｖｅｎｔ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ＪＡＭＡ，

２００２，２８７（２４）：３２１５－３２２２．
［１１５］Ｈｅａｒ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ＭＲＣ／ＢＨＦ　ｈｅａｒ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ｉｎ

２０　５３６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

ａｌ［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２，３６０（９３２６）：７－２２．
［１１６］Ｃｏｌｈｏｕｎ　ＨＭ，Ｂｅｔｔｅｒｉｄｇｅ　ＤＪ，Ｄｕ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ＰＮ，ｅｔ　ａｌ．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ａｔｏｒ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ｉ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ａｔｏｒ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ＲＤＳ）：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

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４，３６４（９４３５）：６８５－６９６．
［１１７］ＬａＲｏｓａ　ＪＣ，Ｇｒｕｎｄｙ　ＳＭ，Ｗａｔｅｒｓ　ＤＤ，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ｌｉｐｉｄ　ｌｏｗ－

ｅ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ｔｏｒ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０５，３５２（１４）：１４２５－１４３５．

［１１８］Ａｍａｒｅｎｃｏ　Ｐ，Ｂｏｇｏｕｓｓｌａｖｓｋｙ　Ｊ，Ｃａｌｌａｈａｎ　Ａ　３ｒｄ，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

ｄｏｓｅ　ａｔｏｒ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ｒｏｋｅ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ａｔｔａｃｋ［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０６，３５５（６）：５４９－５５９．
［１１９］Ｌｉ　ＪＪ，Ｌｕ　ＺＬ，Ｋｏｕ　ＷＲ，ｅｔ　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Ｘｕｅｚｈｉｋａｎｇ

ｏｎ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ｏ－

ｎａ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ＣＣＳＰＳ）［Ｊ］．Ｊ　Ｃｌ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０９，４９（８）：９４７－９５６．
［１２０］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Ｊ，Ｂｌａｕｗ　ＧＪ，Ｍｕｒｐｈｙ　ＭＢ，ｅｔ　ａｌ．Ｐｒａ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ｉｎ　ｅｌｄｅｒ－

ｌ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ｔ　ｒｉｓｋ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ＯＳＰＥＲ）：ａ　ｒａｎｄｏｍ－

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２，３６０（９３４６）：１６２３－１６３０．
［１２１］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Ｈ，Ａｒａｋａｗａ　Ｋ，Ｉｔａｋｕｒａ　Ｈ，ｅｔ　ａｌ．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ＭＥＧＡ

ｓｔｕｄｙ）：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０６，３６８（９５４２）：１１５５－１１６３．
［１２２］Ｋｕｓｈｉｒｏ　Ｔ，Ｍｉｚｕｎｏ　Ｋ，Ｎａｋａｙａ　Ｎ，ｅｔ　ａｌ．Ｐｒａ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ｆｏｒ　ｃａｒｄｉｏ－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ｌｄ－ｔｏ－ｍｏｄ－

ｅｒａｔ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ＭＥＧＡ）ｓｔｕｄｙ
［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０９，５３（２）：１３５－１４１．

［１２３］Ｒｉｄｋｅｒ　ＰＭ，Ｄａｎｉｅｌｓｏｎ　Ｅ，Ｆｏｎｓｅｃａ　ＦＡ，ｅｔ　ａｌ．Ｒｏｓｕ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Ｃ　ｒｅａｃ－

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０８，３５９（２１）：２１９５－２２０７．
［１２４］Ｒｉｄｋｅｒ　ＰＭ，ＭａｃＦａｄｙｅｎ　ＪＧ，Ｎｏｒｄｅｓｔｇａａｒｄ　ＢＧ，ｅｔ　ａｌ．Ｒｏｓｕｖａｓ－

ｔａｔｉｎ　ｆ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５％ｔｏ　１０％ａｎｄ　１０％ｔｏ

２０％１０－ｙｅａｒ　ｒｉｓｋ：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ｓｅ　ｏｆ　ｓｔ－

ａｔｉｎｓ　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ｒｏｓｕ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ＪＵＰＩＴＥＲ）ｔｒｉａｌ　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ｉｓｋ"［Ｊ］．Ｃｉｒ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Ｑｕ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２０１０，３（５）：４４７－４５２．
［１２５］Ｔａｙｌｏｒ　Ｆ，Ｗａｒｄ　Ｋ，Ｍｏｏｒｅ　ＴＨ，ｅｔ　ａｌ．Ｓｔａｔｉ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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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高血压诊治规范的标准建议和基本建议

目前，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与保障体系尚未建设

完成，而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

又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本指南对高血压的诊治规范

设定为标准建议和基本建议（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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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高血压诊治规范的标准建议和基本建议

　　项　目 　　　　　　　　　　　标准（常规）建议 　　　　基本建议

诊断评估 全面的病史及家族史采集 同标准建议

体格检查 正确测量血压，必要时测定立卧位血压和四肢血压、心率；测量体质量指数，测量腰围 同标准建议

　及臀围；检查眼底，观察有无库欣面容、神经纤维瘤性皮肤斑、甲状腺功能亢进性突

　眼征、下肢水肿；听诊颈动脉、胸主动脉、腹部动脉及股动脉有无杂音；甲状腺触诊，

　全面的心肺检查，检查腹部有无肾脏增大、肿块；四肢动脉搏动；神经系统检查

实验室检查 心电图；超声心动图；血糖（空腹为宜）；血清总胆固醇；血清高密度脂蛋白 心电图；根据病史记录患者近期完

　胆固醇；空腹血清三酰甘油；血清尿酸；血清肌酐；血同型半胱氨酸； 　成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如有条件，

　血清钾；血红蛋白及红细胞比容；尿液分析；糖耐量试验 　尽量完成标准建议所要求内容，

　以下检查项目可根据需要选做：２４ｈ动态血压监测；家庭血压监测； 　如对确诊或进一步评估有困难，

　ＰＷＶ；踝臂血压指数；颈动脉超声；眼底镜检查（严重高血压者）； 　尽早转诊

　尿微量白蛋白（糖尿病患者的必查项目）：尿蛋白定量（如纤维试纸 　

　检查为阳性）；胸片；认知功能评价；其他有助于评估靶器官损害的检查 　
转诊 如怀疑继发性高血压，转诊至高血压专科进一步行专科检查 同标准建议

血压测量 根据指南的推荐，正确测量诊室血压，对有适应证的患者进行动态血压 同标准建议

　和家庭血压监测

危险分层 根据血压水平和危险因素、是否合并靶器官损害、糖尿病及并存的 根据现有条件，做相应的检查，主要

　临床疾病，准确评估危险程度 　结合血压水平及临床病史，

　做初步的危险评估

治疗目标 高血压患者的首要治疗目标是最大限度的降低长期心血管发病和死亡的 同标准建议

　总危险。在治疗高血压的同时，需要治疗所有已明确的可逆的危险

　因素，包括吸烟、血脂异常和糖尿病，还要合理控制并存临床疾患

血压控制目标 一般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均应严格控制在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以下；糖尿病、 同标准建议

　慢性肾病、稳定型冠心病患者的血压控制宜个体化，一般可以降至

　１３０／８０ｍｍ　Ｈｇ以下；脑卒中后的高血压患者一般血压目标

　为＜１４０／９０ｍｍ　Ｈｇ；老年人收缩压降至１５０ｍｍ　Ｈｇ以下。

　如能耐受，以上全部患者的血压水平还可以进一步降低

非药物治疗 减少钠盐的摄入量；减轻体质量；多吃水果和蔬菜， 对于患者做改善生活方式的宣教；

　减少食物中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和脂肪总量；减少 　强调注意膳食中的合理配伍、

　过多的酒精摄入；适当运动；减轻精神压力， 　注意通过适当运动控制体质量

　保持心理平衡；戒烟 　的过度增加；强调戒烟

药物治疗目标 降低高血压患者血压使其达到相应患者的目标水平，通过降压治疗 同标准建议

　使高血压患者的心脑血管病发生和死亡总危险降低

药物的选择 选择经大规模临床试验证实有效的药物和药物的剂量，治疗的患者应与 尽量选择有临床试验证据的

　临床试验所入选的那些研究对象相同；采用较小的有效剂量以获得 　降压药物，如无此条件，

　可能有的疗效而使不良反应最小，如有效而不满意，可逐步增加 　也应考虑降压效应明确，

　剂量以获得最佳疗效；最好使用持续２４ｈ作用的长效降压药物； 　潜在不良反应少的单剂

　为使降压效果增大而不增加不良反应，用低剂量单药治疗疗效 　或复方制剂，尽量但

　不满意的可以采用２种或多种降压药物联合治疗。事实上， 　不一定选择长效药物。

　２级以上高血压为达到目标血压常需降压药联合治疗

其他药物的应用 根据本指南及相关疾病的指南，如有指征且无禁忌证， 同标准建议，必要时转诊至相关诊疗

　积极给予抗血小板、调脂、降糖等治疗 　科室

治疗随诊 根据患者的心血管总危险分层及血压水平，由医生视具体情况而定；根据 同标准建议，如无高血压专科，也应

　危险分层，采取分级管理的随诊原则；建立高血压专科门诊随访患者 　由具有相关资质的医护负责随诊

考核评估办法 建立基于网络的电子化数据库平台，实时监测高血压及相关疾病患者的 建立高血压及相关疾病的患者的电子化

　血压水平，用药基本情况，对合并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和并存的 　数据库，并定期监测高血压及相关

　临床情况的处理情况，评估结果纳入各级医院的绩效考核体系 　疾病患者的血压水平，用药基本情况，

　对合并的心血管病危险因素

　和并存的临床情况的处理

　情况，评估结果纳入各级

　医院的绩效考核体系

　　注：ＰＷＶ：脉搏波传导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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