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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高血压是导致中国居民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风险增加首要且可改变的危险因素ꎮ 由于大部分高血压患者病

因不明ꎬ 国内外高血压防治一直采用 “以治为主” 的策略ꎬ 主要防治目标是提高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 治疗率和控制率ꎮ
因长期缺少遏制高血压发生的有效策略ꎬ 我国高血压患病率在各个年龄组均不断增加ꎬ 特别是在中青年人群有更明显的上

升趋势ꎮ 大量研究显示ꎬ 血压值处于 (１３０~１３９) / (８０~８９) ｍｍ Ｈｇ (１ ｍｍ Ｈｇ＝ ０ １３３ ｋＰａ) 的人群最高危ꎮ ２０１７ 年美国

多个专业协会联合发布了全球高血压诊断新标准ꎬ 将原 １４０ / ９０ ｍｍ Ｈｇ 的高血压诊断标准下调至 １３０ / ８０ ｍｍ Ｈｇꎬ 将发生高

血压的高危人群直接纳入高血压范畴ꎬ 并优先推荐生活方式的早期干预策略ꎮ 本文对美国高血压诊断标准下调的动因和对

我国高血压防治工作的借鉴意义进行分析和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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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Ｍ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９

　 　 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和卒中为主的心

血管疾病是当前我国居民死亡的首要原因ꎬ 预计其

发病和死亡的绝对负担还会继续增加ꎮ 导致我国主

要心血管疾病负担不断上升的关键因素已非常明确ꎮ
首先是人口老龄化ꎬ 即人口中 ６５ 岁以上人群绝对数

量和相对比例的不断增加ꎮ 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ꎮ 在营养水平和生存环境

普遍改善、 传染病疫苗普及使用、 医疗水平和可及

性不断提高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ꎬ 中国人群的期望

寿命和健康期望寿命明显延长ꎬ 接近发达国家的平

均水平ꎮ 老年人口增加带来的心血管病负担增加具

有相当程度的必然性ꎬ 一方面归因于人类寿命终归

有限ꎬ 人的心血管和其他系统会随年龄增加出现退

行性变化ꎬ 对各种致病因素和已患疾病的抵御、 修

复和应对能力逐渐降低ꎻ 同时ꎬ 也在一定程度上归

因于许多老年人自中青年时期即开始的吸烟习惯、
不健康饮食习惯和体育锻炼缺乏ꎬ 且对于高血压、
高胆固醇、 糖尿病等主要危险因素的知晓、 治疗及

有效控制率低下ꎬ 从而导致各种危险因素累积暴露

时间过长ꎬ 对心血管系统产生长期持续和不可逆

损害[１] ꎮ
上述不健康生活方式和高血压等主要危险因素目

前在我国儿童至成人各个年龄段普遍存在ꎬ 特别在作

为主要劳动力的中青年人群中广泛流行ꎬ 这也是我国

心血管疾病发病、 死亡的绝对负担还会继续增加的重

要原因ꎮ 多项研究显示ꎬ 中青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不

断增加ꎬ 但知晓率、 治疗率和控制率却较低ꎬ 如在

２５~３４ 岁和 ３５ ~ ４４ 岁中青年人群中ꎬ 已有 ６ １％和

１５％的人患有高血压ꎬ 而知晓率仅为 １５％ 和 ３２％ꎬ 治

疗率仅为 ８ ４％和 ２４ ５％ꎬ 血压控制达标率仅为 ３ ２％
和 ９ ９％ [２￣４] ꎮ

同时ꎬ 不断增加的研究提示ꎬ 不良生活方式和

危险因素与心血管系统损害的时间 / 年龄效应关系密

切ꎬ 早期降低危险因素非常重要[５￣６] ꎮ 国内外对中青

年人群终生心血管病发病风险的研究均显示ꎬ 若将

危险因素保持在理想的低水平ꎬ 不仅可使中青年人

群极大程度避免心血管病的早期发病风险ꎬ 并可在

相当程度遏制随年龄增加带来的心血管病发病风险

的 “必然” 增加[７￣９] ꎮ 由于高血压对心脑血管疾病

发病风险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危险因素ꎬ 因此ꎬ 高

血压防控是我国心血管疾病防控策略 的 重 中 之

重[１０] ꎬ 而中青年人群应当成为我国高血压预防和控

制的重点人群ꎮ 这无疑是心血管病预防策略前移的

睿智之举ꎮ

１　 对当前高血压 “以治为主” 策略的反思

疾病的防治包括预防和治疗两部分ꎮ 在理想状态

下ꎬ 预防应是重点ꎬ 目标是防止发病ꎬ 而治疗则是补

救策略ꎬ 减少疾病对健康的危害ꎮ 然而ꎬ 由于超过

９５％的高血压患者是原发性高血压ꎬ 原因不甚明确ꎬ
而病因学研究始终未取得突破性进展ꎬ 因此缺少可精

准用于个体的高血压预防策略ꎬ 同时ꎬ 降压治疗预防

高血压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则获得了充分的证据ꎮ 因

此ꎬ 长期以来国内外一直采用 “以治为主” 的高血压

防治策略ꎬ 核心目标是提高已患高血压人群的知晓

率、 治疗率和控制率ꎮ “以治为主” 策略的实施虽然

逐渐提高了我国人群高血压的知晓率、 治疗率和控制

率ꎬ 但高血压的总患病率和各个年龄组的患病率却一

直在增加ꎬ 需要药物治疗和加强控制的高血压患者越

来越多ꎬ 形成了 “抽刀断水水更流” 的局面ꎮ 高血压

缺少特异症状ꎬ 不易早期发现ꎬ 首次被检出时ꎬ 高血

压往往已隐匿存在多年ꎬ 对心血管的病理损害常常已

经形成ꎬ 且需要较大剂量降压药或联合降压治疗才能

使血压达标ꎮ 近期调查显示ꎬ 我国接受降压治疗者的

血压达标率仅为 ３７ ５％ [４] ꎮ “以治为主” 的被动策略

延续下去是否可有效抵御高血压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

负担的不断增加值得怀疑ꎮ 在加强高血压病因学研究

的同时ꎬ 需要对现行防治策略进行突破性的更新ꎮ

２　 ２０１７ 年美国高血压诊断标准是高血压
防治策略前移的创新性举措

　 　 美国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发布了多个专业协会联合制定

的新的高血压诊治指南ꎬ 这部指南出乎意料地修改了

采用多年的高血压诊断标准ꎮ 将原属于正常高值的血

压范围 (１３０ ~ １３９) / (８０ ~ ８９) ｍｍ Ｈｇ (１ ｍｍ Ｈｇ ＝
０ １３３ ｋＰａ) 定义为 １ 级高血压ꎬ 而原≥１４０ / ９０ ｍｍ Ｈｇ
的高血压状态则升级为 ２ 级高血压ꎮ 这部指南中提

及修改诊断标准的动因主要包括: (１) 高血压是导

致美国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首要但可改变的危险因素ꎻ
高血压也是仅次于吸烟的第二位可改变的全因死亡

危险因素ꎻ (２) 血压升高和心血管病发病危险增加

呈连续性关联ꎬ 多个荟萃分析结果发现ꎬ 与血压低

于 １２０ / ８０ ｍｍ Ｈｇ 的人群相比ꎬ 血压 (１２０~１２９) / (８０~
８４) ｍｍ Ｈｇ 的人群发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或

卒中的危险增加 １０％ ~ ５０％ꎬ 而血压 ( １３０ ~ １３９) /
(８５~８９) ｍｍ Ｈｇ 的人群ꎬ 相应危险增加 ５０％ ~ １０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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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２　 １１９　　

１４０ / ９０ ｍｍ Ｈｇ 的高血压标准仅是人为确定的诊断标

准ꎻ (３) 美国人终生高血压风险很高ꎬ ４５ 岁以上人群

中ꎬ ９３％的黑人、 ９２％ 的西班牙裔人、 ８６％的白人和

８４％的中国人会在 ４０ 年期间发展成原定义的高血压ꎬ
且大部分来自血压在 (１３０ ~ １３９) / (８０ ~ ８９) ｍｍ Ｈｇ
范围的人群ꎬ 如果降低高血压诊断标准ꎬ 则可早期

检出高血压高发风险人群ꎬ 以促进血压进一步降低ꎬ
扩大血压控制对心血管病预防的效果ꎻ (４) 采用新

的高血压诊断标准有助于促进原先非治疗范围的成

人采用生活方式干预或药物治疗ꎬ 早期预防血压的

继续升高[１１] ꎮ
这些动因清楚地指明了修改高血压诊断标准是美

国高血压防治策略的前移ꎮ 与其被动等待血压升至危

害更高的 １４０ / ９０ ｍｍ Ｈｇ 及以上再进行诊断治疗ꎬ 不如

将诊断前移至已经产生较大危害的 ( １３０ ~ １３９) /
(８０~８９) ｍｍ Ｈｇ 血压水平的高血压高危人群ꎬ 以促进

其进行早期生活方式干预和必要的早期降压药物治

疗ꎮ 通过下调诊断标准将原本的高血压高危人群直接

诊断为高血压ꎬ 表面上是扩大了高血压人群ꎬ 实为在

病因不明的情况下ꎬ 积极推进了高血压防治策略ꎬ 是

从 “以治为主” 转变成 “以防为主” 的可喜之举ꎮ 在

此之前ꎬ 美国一直采取的是 “以治为主” 的高血压防

治策略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美国高血压检出、 评估

和治疗联合委员会 (Ｊｏｉ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ＪＮＣ) 发

布的第一个报告 ( ＪＮＣ １)ꎬ 到 ２０１３ 年美国心脏病学

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ꎬ ＡＣＣ) / 美国心脏协

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ＡＨＡ) 发布的高血压

防治指南和 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 ＪＮＣ ８ 报告ꎬ 重点均是

“以治为主”ꎬ 当然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指南更加积

极推荐对高血压患者早期采用药物降压治疗ꎮ 在这

些专业协会和全社会的持续努力下ꎬ 美国高血压的

知晓率、 治疗率和控制率不断提高ꎮ ２０１２ 年美国中、
老年人群的高血压知晓率已达 ８４ ２％ꎬ 治疗率达

７７ ９％ꎬ 控制 率 达 ５４％ꎬ 远 高 于 中 国 同 年 龄 人

群[１２] ꎮ 但显然 “以治为主” 的高血压防治策略并未

控制高血压的广泛流行和危害ꎬ 高血压依然是导致

美国人心血管疾病死亡因素中首位可改变的危险因

素ꎬ 亦是仅次于吸烟危害的第二位全因死亡可改变

的危险因素[１１] ꎮ 这可能是促使美国修改高血压诊断

标准ꎬ 对实施多年的高血压防控战略布局作出重大

修正的重要原因ꎬ 其影响可能波及众多原先处于高

血压前期人群对血压的重视程度、 健康生活方式干

预的研究和实施、 健康产业的发展、 医生对更早期

高血压高危患者治疗理念的更新、 医保策略的调整

等等ꎬ 使这部分高危人群获得服用降压药的报销权

利以及全社会对高血压防治策略的重新认识下的多

元化调整ꎮ

３　 高血压前期血压控制对我国高血压和
心血管病防治的重要性

　 　 按照我国相关指南定义ꎬ 高血压诊断标准仍为≥
１４０/ ９０ ｍｍ Ｈｇꎬ 血压在 (１３０ ~ １３９) / (８０ ~ ８９) ｍｍ Ｈｇ
范围属于高血压前期ꎮ ２０１８ 年最新数据显示ꎬ 我国 １８
岁及以上成人中ꎬ (１３０ ~ １３９) / (８０ ~ ８９) ｍｍ Ｈｇ 范

围的人群平均占 ２３ ２％ꎬ 且主要为中青年 ( １８ ~
５４ 岁)ꎬ 明显高于该年龄段血压≥１４０ / ９０ ｍｍ Ｈｇ 的人

群[４] ꎮ 例如在 ２５ ~ ３４ 岁 人 群 中ꎬ 血 压 在 ( １３０ ~
１３９) / (８０~８９) ｍｍ Ｈｇ 范围的人群已达 ２６ ７％ꎬ 而

高血压的患病率仅为 ６ １％ꎬ 随着年龄增长ꎬ 高血压

患病率快速增加ꎬ ４５ ~ ５４ 岁的人群中高血压患病率已

达 ３０％ꎬ 是 ２５~３４ 岁人群的 ５ 倍[４] ꎮ 从 １９９１ 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次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ꎬ 我国中青年处于高血压

前期的比例明显增加ꎮ 这些人群是发展成高血压最重

要的高危人群[２￣４] ꎮ 两项大型前瞻性研究均显示ꎬ 高

血压前期是高血压发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１３￣１４] ꎮ 一项

对我国 ３５~６４ 岁基线无高血压人群 １５ 年间高血压发

生风险的研究显示ꎬ 收缩压在 １３０~１３９ ｍｍ Ｈｇ 范围的

人群ꎬ １５ 年间 ７３ ２％ 发展为高血压ꎬ 该项研究根据

多个高血压发生风险因素建立的预测积分中ꎬ 收缩压

１３０~１３９ ｍｍ Ｈｇ 水平为 １３ 分ꎬ 具有最高的危险积分因

素ꎬ 明显高于肥胖、 家族史甚至年龄对高血压发生风

险的影响ꎬ 舒张压 ８０~８９ ｍｍ Ｈｇ 水平也对高血压发生

风险有明显的贡献ꎬ 更重要的是ꎬ 处于高血压前期的

人群已经有明显升高的心血管病发病风险[１３] ꎮ ２０１８
年一项长期队列研究结果显示ꎬ 我国在 １５ 年间ꎬ 血压

为 (１３０~１３９) / (８０ ~ ８９) ｍｍ Ｈｇ 的人群 ６５％发展为

高血压ꎻ 在调整所有其他影响因素后ꎬ 该血压范围的

３５~５９ 岁中青年人群ꎬ ２０ 年间发生心血管急性事件的

风险较血压<１２０ / ８０ ｍｍ Ｈｇ 的人群高 ７８％ꎬ 心血管病

死亡风险高 １５０％ꎮ 在中青年人群中ꎬ ２６ ５％ 的心血

管病死亡和 １３ ４％的心血管病事件可归因于此范围

血压增高[１４] ꎮ 这些研究提供的科学证据清楚地指

明ꎬ 高血压前期是我国中青年人群高血压预防和心

血管病预防极其重要的窗口期和目标ꎮ 必须指出的

是ꎬ 随着我国国民期望寿命继续增加和老龄化加剧ꎬ
疾病谱已经开始发生令人不安的变化ꎬ 阿尔茨海默

病在死因中的排名已由 １９９０ 年的第 ２４ 位上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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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的第 ７ 位[１５] ꎮ 在目前全球居民期望寿命最长

的日本ꎬ 阿尔茨海默病已在死因中排第 ２ 位[１６] ꎮ 血

压增高对小血管的损害是阿尔茨海默病发生的重要

危险因素ꎬ 更早期的血压控制对于早期血管保护和

已经来临且即将加速的阿尔茨海默病负担的预防无

疑是重中之重ꎮ

４　 我国修改高血压诊断标准的必要性

高血压是我国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第一位且可

改变的危险因素ꎮ 我国缺血性卒中死亡率高于全球

平均水平 ３６％ꎬ 而发病率近 ３０ 年来一直呈上升趋

势ꎬ 出血性卒中的死亡率即使有所下降ꎬ 但在与全

球多个国家的比较中仍列于首位ꎬ 故高血压早期防

控应在我国心血管病防控策略中具有更重要的战略

地位[１] ꎮ 虽然 ２０１７ 年美国高血压诊断标准颁布后引

起了全球相关领域专家的争议ꎬ 其后发布的欧洲多

个专业协会联合发布的高血压防治指南并未立即下

调高血压的诊断标准ꎬ 但美国下调高血压诊断标准

对全球高血压防治战略前移已经开始产生影响ꎮ
２０１８ 年欧洲高血压防治指南修改了 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指

南中不推荐对 (１３０ ~ １３９) / ( ８５ ~ ８９) ｍｍ Ｈｇ 范围

人群应用降压药物治疗的陈述ꎬ 明确推荐对此范围

血压人群中合并心血管病的高危患者可考虑降压药

物治疗[１７] ꎮ 新近发布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也将高

血压前期纳入心血管病风险分层中ꎬ 并根据合并其

他危险因素、 靶器官损害和临床并发症的状况分为

低危、 中 / 高危和高 / 超高危人群[１８] ꎮ 而中国医师协

会高血压分会发布的 «高血压诊断标准及降压目标

专家共识» 也推荐对高血压前期的高危患者给予更

积极的治疗ꎬ 有助于控制血压水平及更早识别心血

管病发病风险ꎮ 这些行业指导性文献将在临床实践

中ꎬ 为积极检出高血压和心血管病的高危人群、 早

期实施以生活方式为主 / 药物为辅的治疗措施、 更好

地控制血压以及促进我国高血压防治从 “以治为主”
转成 “防治结合” 提供了重要基础ꎮ 是否将高血压

前期直接改成 １ 级高血压的争论不应成为高血压防

治策略战略前移的障碍ꎬ 这部分高血压极高危人群

应在生活方式效果不佳时或可接受降压药物治疗时

获得医保覆盖的降压药品的权利ꎬ 医生也应获得对

此类患者拥有处方降压药物的权利ꎮ 此外ꎬ 我国的

高血压防治重点人群应是中青年ꎬ 期待我国今后对

中青年心血管病早期预防采用更为积极的 “以防为

主” 的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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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新闻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生殖道罕见疑难肿瘤诊治水平居国际一流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是全国妇产科疑难杂症诊

治中心ꎬ 其中肿瘤妇科中心依托北京协和医院整体

实力和优势ꎬ 以接诊救治全国各地疑难重症病例而

闻名ꎮ 在女性生殖道罕见、 疑难肿瘤的 ２０ 年诊治

进展中ꎬ 有诸多病例为国内首次或全球单中心最多

例数报道ꎬ 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和社会效益ꎮ
１　 幼少女生殖道肉瘤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
临床中幼少女生殖道肉瘤尤为罕见ꎮ 常因症状隐

匿和缺乏肿瘤标志物而致诊断困难、 处理棘手ꎮ 北京

协和医院妇产科经几十年不断探索ꎬ 建立了幼少女生

殖道恶性肿瘤数据库ꎬ 开创性采用成人宫腔镜进行幼

少女阴道肿瘤检查评估ꎬ 使用成人鼻窥镜用于幼少女

开放式阴道检查ꎬ 针对性地活检或切除ꎬ 并采取个体

化方案ꎬ 保留其生育功能ꎬ 大大提高了患者治愈率ꎮ
２　 多学科合作诊治静脉内平滑肌瘤病

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是来自子宫或盆腔静脉血管平

滑肌的少见良性肿瘤ꎬ 可沿盆腔静脉向上长至心脏或

肺动脉ꎬ 引起患者晕厥和猝死ꎮ 妇产科通过近 ２０ 年

的诊治明确了这种罕见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和临床预

后ꎬ 制定了个体化治疗流程ꎬ 规范全程评估和多学科

合作ꎬ 至今已成功完成困难静脉内平滑肌瘤病手术

２００ 余例 (其中累及心脏者 ８０ 余例)ꎮ

３　 首次明确卵巢支持￣间质细胞瘤内分泌表现分

型和预后的关系

卵巢的 Ｓｅｒｔｏｌｉ￣Ｌｅｙｄｉｇ 细胞瘤 (卵巢支持￣间质细

胞瘤) 是一种罕见的卵巢性索￣间质肿瘤ꎬ 占恶性卵

巢肿瘤比例不足 ０ ５％ꎮ 该病临床表现常需与内分泌

疾病和肾上腺肿瘤相鉴别ꎬ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与

内分泌科、 病理科及和泌尿外科协作ꎬ 经长期研究

和随诊ꎬ 首次发现了内分泌分型与预后的关系并得

出无内分泌表现者预后更差的结论ꎬ 制定了个体化

手术治疗方案和术后辅助化疗指征ꎬ 使患者得以成

功救治ꎮ
４　 胎盘部位滋养细胞肿瘤患者的诊治

胎盘部位滋养细胞肿瘤是滋养细胞肿瘤中的罕见

类型ꎮ 其诊断的确立、 预后评估及治疗方案尚存在争

议ꎮ 北京协和医院自 １９９８ 年确诊第 １ 例该病患者ꎬ 至

今已累计收治近 １００ 例ꎬ 通过改进、 优化化疗方案ꎬ
Ⅲ~Ⅳ期患者完全缓解率可达 ８０％以上ꎮ 此外ꎬ 妇产

科制定的 “胎盘部位滋养细胞肿瘤保留生育功能治疗

的适应证” 被国际妇产科联盟纳入滋养细胞肿瘤诊治

指南ꎮ

(北京协和医院宣传处　 郭　 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