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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血压是以血压升高为主要表 现 的 心 血 管 症 候 群，精 准 化 的 诊 断 对 于 高 血 压 精 准 化 治 疗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随着信息学、生物学、影像、功能检测等技术快速发展，高血压的精准化诊疗成为可能，高血压诊疗进入一个新阶段，

即实现从“遵循通用临床指南”到“根据个体特征定制治疗方案的精准医学”转型。为此，中国医师协会心血 管 内 科

医师分会组织我国心血管和高血压领域专家联合编写了这部《高血压精准化诊疗中国专家共识（２０２４）》，该 共 识 对

高血压精准化诊疗的定义、精准化诊断、精准化治疗及精准化管理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并介绍了实施高血压 精 准 化

治疗新技术及研究进展。高血压精准化诊疗已经有可行且有效的案例，例如单基因遗传性高血压、继 发 性 高 血 压，

但高血压精准诊疗涉及多个学科，其推广与普及还面临巨大挑战。本共识希望能为临床医师针对高血压患 者 的 具

体病情进行精准检测、精准诊断、精准治疗、精准管理等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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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医疗模式是指整合应用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

医学方法，科学认知人体机能与疾病本质，系统优化人

类疾病防治和健康促进的原理和实践，以高效、安全、
经济的健康医疗服务获取个体和社会健康效益最大化

的新型健康 医 疗 服 务 范 式。２０１６年 国 家 卫 计 委 发 布

“中国精准医学研究”重点专项，使得“精准医学”这一

全新的医学概念与医疗模式，在肿瘤治疗等领域迅速

得到推广。全基因组关联研究（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ＧＷＡＳ）发现了众多肿瘤相关的基因突变

和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ＳＮＰ），针对这些位点研发干预手段，为肿瘤个体化 精

准治疗提 供 了 理 论 和 技 术 的 支 撑［１］。在 心 血 管 疾 病

中，单基因遗传性心血管疾病是现阶段精准医学率先

突破的领域［２－３］。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我们对心

血管疾病的分子病理机制了解得更加深入。目前，除

了单基因遗传心血管疾病外，精准医疗在非单基因遗

传性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治疗和患者健康管理方面都

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在心肌梗死、高血压和心力衰

竭方面［４－５］。以证据为基础的高血压控制和治疗、穿戴

式设备的应用等均使高血压控制有了精准的依据，随

着高血压ＧＷＡＳ，高 血 压 药 物 基 因、代 谢 和 转 录 组 学

的发展，高血压精准医学已可特异性识别具有不同病

因机制的患者亚群及其对不同降压治疗的差异。

１　高血压精准化诊断

１．１　血压的精准测量　准确测量血压是高血压诊断、
治疗和管理的基石，不精准的设备和测量方法会对后

续的治疗和评估产生重大的影响。血压的测量包括中

心动脉血压和外周动脉血压测量，而外周动脉血压测

量方法又分为诊室血压和诊室外血压测量。诊室外血

压测量包括动态血压测量（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ＢＰＭ）和 家 庭 血 压 测 量（ｈｏｍｅ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ＨＢＰＭ）。直 接 测 量 中 心 动 脉

内血流的侧压力可反映血压的真实数值，但侵入性阻

碍了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目前临床上采用无创法测

定中心动脉压的原理是将周围动脉压力波形通过公式

转换成中心动脉压波形［６］。急性心力衰竭指南指导的

药物治疗上 调 滴 定 的 安 全 性、耐 受 性 和 有 效 性（ｓａｆｅ－
ｔｙ，ｔｏｌ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ｕｐ－ｔ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ＨＦ）心脏研究和盎格鲁－斯堪的那维亚心脏

终点事件试验－导管动脉功能评估（Ａｎｇｌｏ－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
ａ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ｔｒｉａｌ－ｃｏｎｄｕｉｔ　ａｒｔｅ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ＳＣＯＴ－ＣＡＦＥ）研究表明中心动脉压比外

周动脉压（肱 动 脉 压）具 有 更 好 的 临 床 预 测 价 值［７－８］。
目前诊室血 压（ｏｆｆｉｃｅ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ＢＰ）仍 是 高 血

压指南中诊断高血压、血压水平分级以及观察降压疗

效的常用方法。无人值守的诊室血压测量（ｕｎａｔｔｅｎｄ－
ｅｄ　ｏｆｆｉｃｅ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接近家庭血压，
已经在收缩压干预试验（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ｒｉａｌ，ＳＰＲＩＮＴ）中得到应用［９］。与诊室血压相

比，诊室外血压与靶器官损害和心血管疾病事件的关

联性更强，且有助于鉴别白大衣性高血压、发现隐蔽性

高血压［１０－１１］。ＡＢＰＭ能发现夜间高血压、晨峰高血压

和血压变化 规 律，连 续 ＡＢＰＭ 可 实 现 长 时 程 血 压 监

测［１２－１４］。家庭血压数 据 比 诊 室 血 压 数 据 更 具 可 重 复

性，能够更好地预测靶器官损害、心血管结局和死亡率

以及高血压表型，但对于焦虑患者应减少家庭血压监

测频次，防止焦虑放大效应对血压的影响［１５－１６］。除血

压测量方法精准应用外，测量方法的规范化亦至关重

要。《中国高 血 压 防 治 指 南（２０１８年 修 订 版）》中 对 血

压的测量方法做出了具体的规范，包括监测仪器的选

择与校准、血压测量的频率与时间等［１７］。

１．２　继发性高血压诊断　高血压作为疾病集合体，分
为原发性及继发性。继发性高血压的比例在临床诊疗

过程中被大大低估了［１８－２２］，以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为

例，既往认为其患病率低于１％，近来的研究采用血浆

醛固酮／肾素比值（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ｔｏ　ｒｅｎｉｎ　ｒａｔｉｏ，ＡＲＲ）筛
查及肾上腺静脉取血等方法使其患病率提高到５％～
１０％，因此不能简单地将９０％以上高血压归类为原发

性高血压，对高血压的病因筛查非常重要［２３］。继发性

高血压是具有明确病因的高血压，当查出病因并有效

去除或控制病因后，继发性高血压可被治愈或明显缓

解［２４］。因此对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鉴别是高血压诊

断评估和治疗的重要内容。

　　继发性高血压筛查对象：详细的病史询问及体格

检查是高血压精准化筛查的第一步，如询问患者病程、
特殊嗜好及睡眠状况等，体检过程中注意特殊症状及

体征的发现（如：满月脸、水牛背、皮肤紫纹、毛发增多

等可协助诊断皮质醇增多症继发的高血压；触诊肾脏

肿大、听诊肾脏血管杂音、双下肢水肿等可提示肾脏相

关的继发改变），能为病因诊断提供思路。存在表１中

的症状或体征应考虑继发性高血压，需要进行全面详

尽的筛查［２３，２５］。

１．３　高血压精准化诊断的多学科模式和精准化支撑

体系　高血压精准化诊断需要检验学、影像学等精准

医学体系和多学科诊疗（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ＤＴ）模式的支持。专科（内 分 泌 系 统、肾 脏 系 统）实

验室检查、血管功能评价、专科影像学检查、特殊的影

像学检查、睡眠呼吸监测、肾脏穿刺活检、微创高血压

介入治疗和外科治疗、基因诊断、精神心理状况测试等

体系的应用在高血压病因精准化筛查中发挥着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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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ＡＲＲ、皮质醇、血 或 尿 儿 茶 酚 胺 等 可 作 为 内 分 泌

源性高血压的筛查手段；尿白蛋白／肌酐比值（ｕｒｉｎａｒｙ
ａｌｂｕｍｉｎ／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　ｒａｔｉｏ，ＵＡＣＲ）、２４ｈ尿 蛋 白 测 定、
肾脏超声、肾脏及肾上腺计算机断层扫描或磁共振成

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可 有 效 筛 查 肾

脏、肾上腺病变；血管功能评价对大动脉炎有辅助诊断

意义。肾脏血管造影可筛查肾动脉疾病导致的继发性

高血压病变，肾脏穿刺活检可诊断局灶节段硬化性肾

小球肾炎，该疾病亦会对血压产生不良影响，引发高血

压。心血管内科医生应重视专科影像学检查的应用，
比如用于诊断成人嗜铬细胞瘤和儿童神经母细胞瘤的

间碘苄胍（ｍｅｔａｉｏｄｏｂｅｎｚｙｌｇｕａｎｉｄｉｎｅ，ＭＩＢＧ）检查［２５－２６］

以及用于诊断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奥曲肽显像、１８Ｆ－２－氟

代 脱 氧 葡 萄 糖 （１８　Ｆ－２－ｆｌｕｏｒｏ－２－ｄｅｏｘｙ－Ｄ－ｇｌｕｃｏｓｅ，
１８Ｆ－ＦＤＧ）、６８　Ｇａ－大环配体奥曲肽（６８　Ｇａ－ＤＯＴＡＴＡＴＥ）
正电 子 发 射 断 层 成 像／计 算 机 体 层 成 像（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ＥＴ／

ＣＴ）检测等［２５］，这些检查能进一步对高血压进行定位

诊断；睡眠呼吸监测能发现患者夜间及晨起高血压，判
断患者睡眠过程中是否存在呼吸暂停和血压周期性升

高；合并颅神经损害的难治性高血压进行颅脑磁共振

血管成 像／计 算 机 体 层 血 管 成 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ＲＡ／ＣＴＡ）检 查；部 分

高血压患者还会表现出阵发性或间歇性血压升高，发

作前常伴有“心悸、头昏”等异常感觉，但实验室检查却

发现血尿儿茶酚胺、醛固酮、双侧肾上腺、肾动脉均为

正常，此 时 精 神 心 理 状 况 测 试 是 必 要 的。近 年 来，

ＭＤＴ模式逐步建立，促进了高血压的精准化诊疗，比

如组建肾上 腺 相 关 高 血 压 ＭＤＴ，可 开 展 肾 上 腺 静 脉

取血［２７］、岩下窦采血技术［２８］，为分型提供依据。

　　随着高通量基因测序与分析计算的高速发展，针

对疾病的基因诊断已经广泛应用于包括肿瘤、产前评

估等多个方面。针对高血压，高通量测序等基因诊断

技术的应用也十分重要。通过识别基因突变，有助于

预测和识别 高 血 压 发 病 的 风 险 及 预 后［２９］。相 关 专 家

共识指出，年龄＜２０岁，有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家 族

史或早发脑卒中家族史者应做基因诊断，针对氯离子

通 道 蛋 白２（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２，ＣＬＣＮ２）、

Ｔ－型电压依 赖 钙 离 子 通 道α１Ｈ 亚 基（Ｔ－ｔｙｐｅ　ｖｏｌｔａｇ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ｌｐｈａ　１Ｈ ｓｕｂｕｎｉｔ，

ＣＡＣＮＡ１Ｈ）以及内向整流型钾离子通道亚 家 族Ｊ成

员５（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　ｉｎｗａｒｄｌｙ　ｒｅｃ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Ｊ　ｍｅｍｂｅｒ　５，ＫＣＮＪ５）等 基 因 的 突 变 位 点 进 行 检

测［３０］。除了原发 性 醛 固 酮 增 多 症 等 继 发 性 高 血 压 以

外，基因分析联合尿钠监测可简化盐敏感性高血压的

诊断流程，Ｇ蛋 白 耦 联 受 体 激 酶４（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ｋｉｎａｓｅ　４，ＧＲＫ４）突变体是重要 的 检 测 靶 点。
未来，通过基因诊断明确突变基因，联合产前诊断和胚

胎植入前遗传诊断，能有效实现遗传阻断。

表１　怀疑继发性高血压患者的线索［２３，２５］

血压中重度升高的年轻高血压患者（年龄＜４０岁）

既往正常血压个体，突然发生高血压

既往血压控制良好患者，血压急进性增高

真正的顽固性高血压

高血压急症

重度（３级）或恶性高血压

严重和／或广泛的靶器官损害，特别是与血压升高的持续时间和严重程

度不成比例

提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临床特征

提示高血压内分泌原因的临床或生化特征

提示肾血管性高血压或纤维肌性发育不良的临床特征

妊娠期严重高血压（血压＞１６０／１１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或既

往高血压孕妇血压急进性增高

５５岁后出现高血压（收缩压≥１８０ｍｍＨｇ和／或舒张压≥１２０ｍｍＨｇ）

降压治疗过程中出现不明 原 因 的 肾 功 能 恶 化，尤 其 在 应 用 血 管 紧 张 素

转换酶抑制药（ＡＣＥＩ）、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药（ＡＲＢ）或直接肾素 抑

制剂治疗后１周内，血清肌酐浓度急性持续性升高超过５０％

重度高血压患者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尤其是５０岁以上者

重度高血压患者急性（速发型）肺水肿反复或难治性心力衰竭伴肾功能

衰竭

腹部可闻及收缩期－舒张期杂音

１．４　高血压分级及危险分层　高血压分级和危险分

层对高血压精准化治疗至关重要。即使相同的血压水

平，如果合并 症 和 并 发 症 不 同，危 险 分 层 也 有 较 大 区

别。各国指南的高血压分级标准存在一定差异，我国

指南标准延续多年，根据血压水平分为正常血压、正常

高值、１级高血压、２级高血压、３级高血压以及单纯收

缩期高血压，其中单纯收缩期高血压也应进一步划分

为１级、２级、３级（表２）。

表２　根据诊室血压定义的高血压分级［１７］　（ｍｍＨｇ）

分类 收缩压 舒张压

正常血压 ＜１２０ 和 ＜８０

正常高值 １２０～１３９ 和／或 ８０～８９

高血压 ≥１４０ 和／或 ≥９０

　１级高血压 １４０～１５９ 和／或 ９０～９９

　２级高血压 １６０～１７９ 和／或 １００～１０９

　３级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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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纯收缩期高血压也应进一步划分为１级、２级、３级。

　　根据血压的分级及合并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或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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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损 害，分 为 低 危、中 危、中－高 危、高 危 以 及 很 高 危

（表３）。表４列出了影响高血压患者心血管风险的因

素，包括：环境、生活方式、临床心血管危险因素、高血

压靶器官损害情况以及合并的心血管疾病或慢性肾脏

病（ｃｈｒｏｎｉｃ　ｋｉｄｎｅ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ＫＤ）［２３］。其 中，针 对 靶

器官损害的评估是高血压危险分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针对高血压肾病的发生，建立预测预警体系有利

于高血 压 患 者 的 诊 治 与 管 理 和 降 压 药 合 理 使 用［３１］。
高血压肾病预测模型的建立与验证（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ｎｅ－
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ＰＡＮＤＯＲＡ）研 究 在 大 规 模 高 血 压 人 群 队

列中针对危险因素建立了高血压肾病早期预警及进展

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治疗前评估价值［３２］。

表３　血压升高患者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１７］

其他危险因素
或疾病史

诊室血压

正常高值
（收缩压１３０～１３９ｍｍＨｇ和／

或舒张压８５～８９ｍｍＨｇ）

１级高血压
（收缩压１４０～１５９ｍｍＨｇ和／

或舒张压９０～９９ｍｍＨｇ）

２级高血压
（收缩压１６０～１７９ｍｍＨｇ和／
或舒张压１００～１０９ｍｍＨｇ）

３级高血压
（收缩压≥１８０ｍｍＨｇ和／
或舒张压≥１１０ｍｍＨｇ）

无其他危险因素 低危 中危 高危

１～２个其他危险因素 低危 中危 中－高危 很高危

≥３个 危 险 因 素，靶 器

官损害、慢 性 肾 脏 病３

期或糖尿病

中－高危 高危 高危 很高危

临床并发症，或慢性 肾

脏病≥４期，有 并 发

症的糖尿病

高－很高危 很高危 很高危 很高危

表４　影响高血压患者心血管疾病危险分层的因素［２３］

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

　性别（男＞女）

　年龄（男≥４５岁，女≥５５岁）

　吸烟（现在或过去）

　收缩压水平

　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家族或父母有早发高血压史

　个人恶性高血压病史

　早发性心血管疾病家族史（男性＜５５岁，女性＜６５岁）

　心率（静息心率＞８０次／ｍｉｎ）

　低出生体重

　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

　超重或肥胖

　糖尿病

　高尿酸血症

　高脂血症

　妊娠不良结局（反复流产、早产、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糖尿病）

　社会心理和社会经济因素

　暴露于空气污染或噪声的环境

其他临床状况或合并症

　真性难治性高血压

　睡眠障碍（包括呼吸暂停）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痛风

　慢性炎性疾病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慢性感染（包括长新冠综合征）

　偏头痛

　抑郁

　男性勃起功能障碍

高血压靶器官损害

　左心室肥厚

　左心房扩大（超声心动图）

　老年脉压≥６０ｍｍＨｇ

　颈动脉斑块形成

　臂踝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１８ｍ／ｓ或颈股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１０ｍ／ｓ

　踝臂血压指数≤０．９

　慢性肾脏病３期，估 算 的 肾 小 球 过 滤 率（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ｅＧＦＲ）３０～５９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

　晚期视网膜病变：出血或渗出，乳头状水肿

合并的心血管疾病或慢性肾脏病

　脑出血、缺血性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冠心病、慢性心力衰竭、心房颤动

　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

　心力衰竭，包括射血分数保留型心力衰竭

　外周动脉疾病

　心房颤动

　大量蛋白尿（＞３００ｍｇ／２４ｈ）或 尿 微 量 白 蛋 白／肌 酐 比 值（晨 尿 更 具 价

值）＞３００ｍｇ／ｇ

　慢性肾脏病４期和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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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高血压精准化治疗

　　随着对高血压病因、病理生理机制、并发症的深入

认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危险分层、目标血压值不断

更新。随着高血压精准化诊疗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

到高血压降压目标值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选择血压目

标值时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性别、年龄、
种族、遗传、生 活 方 式、所 处 环 境、高 血 压 状 态 持 续 时

间、靶器官损害情况、合并症等。

２．１　血压目标值　对于高血压的管理，降压达标是第

一位。我国现有高血压指南仍把血压目标值确定为＜
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如可耐受，可降至１３０／８０ｍｍＨｇ。在

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循证证据证实了强化降压的获

益。ＳＰＲＩＮＴ结果显示［３３］，以精准化的无人值守诊室

血压测量，强 化 降 压（收 缩 压 目 标 值＜１２０ｍｍＨｇ）较

标准降压（收缩压目标值＜１４０ｍｍＨｇ）显著降低了心

脑血管事件风险。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干预策略试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ＴＥＰ）亦 显 示 强 化 降 压（诊 室

收缩压目标值１１０～１３０ｍｍＨｇ）与标准降压（诊室收

缩压目标值１３０～１５０ｍｍＨｇ）相比，在降低心脑血管

事件风险的基础上，并未增加降压过度导致的肾脏损

伤等不良事件［３４］。基于指南和循证的支持，强化降压

可为大多数高血压患者带来更多心脑血管获益。然而

强化降压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群，在一些特殊人群中

目标值应个体化衡量。在超高龄患者中，目前专门针

对年龄＞８０岁 高龄高血压患者的大型随机化对照 试

验仅有高 龄 老 年 人 高 血 压 试 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ｔｒｉａｌ，ＨＹＶＥＴ），该研究证实收缩压 控 制

在＜１５０ｍｍＨｇ时，能够减少全因死亡、致死性脑卒中

和 心 力 衰 竭 发 生 率，同 时 安 全 性 较 正 常 组 无 明 显 减

低［３５］；而２０１９年柏林倡议研究（Ｂｅｒｌｉ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ＩＳ）发现当血压＜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时，年 龄≥８０岁 患

者组的全因死亡率增加了４０％，而既往有心血管疾病

史的患者全因死亡率增加了６１％［３６］，分析原因考虑为

超高龄患者基础合并症多，体质较差等综合因素，故超

高龄患者群体的血压控制目标仍需进一步临床循证医

学的支持。老年人群中衰弱合并高血压也较为常见，
一项包含２３个 横 断 面 研 究 的 荟 萃 分 析 结 果 显 示，６０
岁以上高血压人群中衰弱的患病率为１４％，而衰弱老

人中高血压的患病率高达７２％［３７］。对于合并衰弱的

老 年 高 血 压 患 者 的 血 压 管 理，目 前 仍 存 在 争 议。

Ｒａｖｉｎｄｒａｒａｊａｈ等［３８］对 英 国 电 子 病 历 库 中 超１４万 例

８０岁以上老人的分析显示，不论是否使用降压药，在

收 缩 压 ＜１２０ｍｍＨｇ时 死 亡 率 明 显 高 于 １２０～
１３９ｍｍＨｇ组，衰弱程度越重死亡率越高，而在收缩压

１４０～１５９ｍｍＨｇ时死亡率最低。然而，ＳＰＲＩＮＴ亚组

分析结果却提示［３９］，在７５岁以上老年高血压治疗中，
不论是常规降压组还是强化降压组，衰弱对心血管事

件和全因死亡均没有明显影响。ＨＹＶＥＴ亚组分析亦

显示，衰弱老人仍能够从降压（血压控制在１５０／８０ｍｍＨｇ
以下）中获 益［４０］。鉴 于 现 有 临 床 研 究 证 据 的 不 一 致，
目前仍认为在衰弱、超高龄等人群中应采取个体化的

血压管理策略，由临床医生根据患者耐受性确定适宜

的个体化血压控制目标。

　　血压目标值在精准化治疗中不仅要考虑到年龄和

衰弱程度的差异，同时也需要结合患者基础疾病，和合

并的并发症，采 用 个 体 化 原 则（表５）。对 于 合 并 冠 心

病的患者，普伐他汀或阿托伐他汀的疗效评估和感染－
心肌 梗 死 溶 栓 研 究 ２２（ｐｒａ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ｏｒ　ａｔｏｒ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ｈｒｏｍｂｏｌｙｓｉｓｉｎ　ｍｙｏ－
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２２，ＰＲＯＶＥ－ＩＴ　ＴＩＭＩ－２２）［４１］及 稳 定

型冠 状 动 脉 疾 病 患 者 前 瞻 性 纵 向 观 察（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ＬＡＲＩＦＹ）［４２］均发现，
血压水平在１２０～１３０／７０～８０ｍｍＨｇ范 围 内 心 血 管

事件发 生 率 最 低，血 压＞１４０／９０或＜１２０／７０ｍｍＨｇ
均可增加心血管事件风险，血压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风险之间存在Ｊ型曲线关系；血压和心血管事件新目

标（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ｎｅｗ　ｔａｒｇｅｔｓ，ＴＮＴ）研 究 发 现，舒 张 压＜
７０ｍｍＨｇ，尤其是＜６０ｍｍＨｇ时 心 血 管 事 件 发 生 概

率明显升高，同时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后心血管事件发

生概率也明显升高［４３］。高血压合并ＣＫＤ的患者，既

往 系 统 评 价 显 示，强 化 降 压 治 疗 （血 压 ＜１３０／

８０ｍｍＨｇ）可使ＣＫＤ患者肾脏复合终点事件（肌酐翻

倍、ｅＧＦＲ降低５０％ 或终末期肾病）风险降低，但亚组

分析却显示，在未合并蛋白尿的ＣＫＤ患者中，强化降

压治疗并未改善肾脏结局［４４－４５］；ＳＰＲＩＮＴ显示，与收缩

压＜１４０ｍｍＨｇ组相比，控制收缩压＜１２０ｍｍＨｇ组

主要 不 良 心 血 管 事 件（ｍａｊｏｒ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ｓ，ＭＡＣＥ）和 全 因 死 亡 风 险 下 降，但 有 增 加 急 性

肾损伤、新发ＣＫＤ、低血压、电解质异常等不良事件的

风险［３３，４６］；同时针 对 非 糖 尿 病ＣＫＤ非 透 析 患 者 血 压

控制目标的研究显示，与常规降压治疗组（血压＜１４０／

９０ ｍｍＨｇ）相 比，强 化 降 压 治 疗 （血 压 ＜１３０／

８０ｍｍＨｇ）组的患者ｅＧＦＲ、复合肾脏终点事件和全因

死亡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时伴随着强化降压治

疗，头晕风险增加［４７］。尽管学界目前已对高血压患者

合并不同合并症的情况给予了降压目标值的推荐，但

当患者同时有多种合并症时是否需要更加精准的降压

目标值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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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不同合并症血压控制目标值及循证证据

合并症 推荐目标值 循证证据

高血压合并冠心病 如能耐受，血压可降至＜１３０／８０ｍｍＨｇ，

　但舒张压不应低于６０ｍｍＨｇ

Ｂｕｎｄｙ等．ＪＡＭＡ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７［４８］

Ｔｒｅｉｂｅｌ等．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８［４９］

Ｗｏｋｈｌｕ等．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１８［５０］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　Ｊ，２０１８［５１］

高血压合并心力衰竭 ＜１３０／８０ｍｍＨｇ Ｅｔｔｅｈａｄ等．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１６［５２］

Ｂｕｎｄｙ等．ＪＡＭＡ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７［４８］

Ｕｎｇｅｒ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２０［５３］

高血压合并心房颤动 ＜１３０／８０ｍｍＨｇ Ｄｕ等．Ｅｕｒ　Ｈｅａｒｔ　Ｊ，２００９［５４］

Ｋｉｍ等．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８［５５］

Ｋｉｍ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２０［５６］

高血压合并糖尿病 ＜１３０／８０ｍｍＨｇ Ｗｈｉｔｅ等．Ｊ　Ａｍ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２０１８［５７］

Ｂｒｏｕｗｅｒ等．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１８［５８］

Ｔｒｅｉｂｅｌ等．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８［４９］

Ｗｈｅｌｔｏｎ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１８［５９］

高血压合并肾脏病 ＜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

有白蛋白＜１３０／８０ｍｍＨｇ

Ｕｐａｄｈｙａｙ等．Ａｎｎ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２０１１［６０］

Ｌｖ等．ＣＭＡＪ，２０１３［６１］

Ｂｅｄｄｈｕ等．Ａｎｎ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２０１７［６２］

ＳＰＲＩＮＴ研究组，等．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１５［３３］

高血压合并脑卒中（包括缺血性及出血性） 急性期：监测血压，避免血压波动，根据

　患者情况降压

稳定期：＜１３０／８０ｍｍＨｇ

Ｑｕｒｅｓｈｉ等．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１６［６３］

Ｔｒｅｉｂｅｌ等．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８［４９］

Ｕｎｇｅｒ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２０［５３］

Ｍｏｕｌｌａａｌｉ等．Ｊ　Ｎｅｕｒｏｌ　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２２［６４］

　　注：ＳＰＲＩＮＴ为收缩压干预试验。

　　上述研究结果之间的分歧提示，虽然强化降压明

显降低高血压患者心血管事件和死亡风险，但是强化

降压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是否合适仍有待研究，特别是

强化降压后出现的低血压、急性肾功能损伤等不良反

应应该引起重视，且强化治疗多涉及大剂量或多重用

药，患者依从性、风险获益比、近／远期预后等仍是需要

探讨的问题。

２．２　高血压精准化生活方式干预　生活方式的干预

是高血压精准化治疗的基石。非药物干预在降低血压

方面的效果已得到研究证实及国内外高血压指南的推

荐，包括饮食、适当运动、减压、减重等，但因患者年龄、
合并症等不同，生活方式干预亦有所区别。

　　早在１９９７年 美 国 研 究 就 发 现 高 血 压 控 制 饮 食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ｓｔｏｐ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ＤＡＳＨ）对

降血压有着明显的改善和帮助，ＤＡＳＨ可较正常饮食

显著 降 低 血 压 （平 均 收 缩 压 和 舒 张 压 分 别 降 低

７．６２ｍｍＨｇ和４．２２ｍｍＨｇ）［６５］，而 后 在 此 基 础 上 改

良 的 ＤＡＳＨ（强 调 少 盐）可 进 一 步 降 低 收 缩 压

５．５ｍｍＨｇ［６６］；在ＤＡＳＨ的基础上，欧洲提出了“强调

橄榄油使用”的地中海饮食模式。２０１３年的地中海饮

食预防（ｐｒｅｖｅｎｃｉóｎ　ｃｏｎ　ｄｉｅｔａ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áｎｅａ，ＰＲＥＤＩＭＥＤ）

研究证实［６７］，坚持地中海饮食１年以上的６４岁 以 上

人群（与接受标准化饮食建议的对照组相比），收缩压

降低５．９ｍｍＨｇ，不仅如此，根据系统回顾和网络荟萃

分 析 的 结 果，地 中 海 饮 食 还 可 以 降 低 全 因 死 亡 风 险

２８％、心血管死 亡 风 险４５％、非 致 命 性 心 肌 梗 死 风 险

５２％等［６８］。然而，西方和中国人群的特点及饮食结构

有较大差别。２０２２年 中 国 饮 食、运 动 和 心 血 管 健 康－
饮 食（ｄｉｅ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ｈｅａｌｔｈ－ｄｉｅｔ，

ＤＥＣＩＤＥ）研 究 发 现 中 国 心 脏 健 康（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ａｒｔ－
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ＨＨ）饮食（包 含 鲁 菜、淮 扬 菜、粤 菜、川 菜４
个不同版本，与正常饮食相比，ＣＨＨ饮食中的脂肪能

量占比减少５％～８％，蛋白质能量占比增加３．５％～
５．５％，碳水化合物能量占比增加０～５％）较对照组收

缩压降低１０ｍｍＨｇ，舒张压降低３．８ｍｍＨｇ，且不影

响中国人群 对 饮 食 的 喜 好 程 度［６９］。除 饮 食 结 构 的 改

变外，基于中国人群的盐替代和脑卒中研究（ｓａｌｔ　ｓｕｂ－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ｋｅ　ｓｔｕｄｙ，ＳＳａＳＳ）结 果 显 示，与 普 通 食

盐（１００％氯化钠）相比，低钠替代盐（约７５％氯化钠和

２５％氯化钾）饮 食 组 发 生 脑 卒 中 风 险 降 低１４％，主 要

心血 管 风 险 降 低１３％，全 因 死 亡 风 险 降 低１２％［７０］。

基于中国老年人的ＤＥＣＩＤＥ－ｓａｌｔ研究结果显示［７１］，低

钠富钾饮食（钾摄入量９０～１２０ｍｍｏｌ／ｄ）可使老年人

收缩压降低７．１ｍｍＨｇ，并且显著降低心血管及脑卒

中事件风险。故结合中国饮食特点，建议低盐低脂富

钾优质蛋白饮食更有利于国人血压控制，但即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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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特殊人群，如肾功能不全者及重度营养不良的

患者，为避 免 高 钾 血 症、低 钠 的 风 险，需 采 用 个 体 化

原则。

　　规律锻炼或身体活动的增加有利于控制血压，降

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７２］。相对于不运动的群体，所

有的运动类型都有益于心理健康，但不同运动方式、时
间对心血管的益处不尽相同。研究表明有氧运动联合

抗阻力量练习可使收缩压降低得更为理想，每次运动

时间控 制 在３０～４５ｍｉｎ最 佳，运 动 频 次 每 周３～５ｄ
更为合适；相较于低强度和高强度运动，中等强度运动

降压效果最好［７３］。比较高强度间歇训练（ｈｉｇｈ　ｉｎｔｅｎ－
ｓ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ＨＩＩＴ）和 中 等 强 度 持 续 训 练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ＭＩＣＴ）对 高

血压患 者 血 压 影 响 的 研 究 发 现，ＨＩＩＴ和 ＭＩＣＴ均 能

降低成年高血 压 患 者 的 收 缩 压，且 ＨＩＩＴ降 低 舒 张 压

的幅度更大［７４］。但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在选

择运动量时还是要因人而异，考虑年龄、身体衰弱情况

和合并症情况，综合判断。此外，团体类运动、骑车、有
氧健身操更 利 于 减 轻 心 理 负 担［７５］。参 与 骑 车、游 泳、
网拍类运动和有氧运动与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减少

显著相关，其中参与网拍类运动可使全因死亡风险下

降４７％，被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运动类型［７６］。

　　体 重 指 数 的 控 制 在 高 血 压 人 群 中 也 具 有 重 要 作

用，对于个别通过饮食及运动后仍不能控制血压的患

者，研究表明，通过药物或手术减重能 有 效 降 低 血 压，
并能更好地改善代谢综合征，降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７７］。

　　尽管众多的研究和指南指出了生活方式干预的重

要性，但也应该认识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干预对高血压

患者个体血压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未来结合患者高

血压易患因素以及基因组学特征明确每一个高血压患

者最为适宜的生活方式干预策略可为高血压患者个体

化治疗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导。

２．３　高血压精准化治疗

２．３．１　继发性高血压　继发性高血压具有针对性的

治疗手段，可通过手术、药物等手段去除病因，使高血

压治愈或缓解。如甲状腺功能亢进或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可采用药物控制甲状腺功能亢进、无创通气辅助

治疗方式控制血压；肾动脉狭窄可用球囊扩张或支架

置入术治疗；肾上腺肿瘤采用手术切除；醛固酮增多症

用醛固酮拮抗剂等。在继发性高血压中有一种特殊类

型，即单基因遗传性高血压，其遗传方式符合孟德尔遗

传规律，因此又称孟德尔型高血压。目前常见的单基

因高血压有：Ｌｉｄｄｌｅ综合征、Ｇｏｒｄｏｎ综合征、糖皮质激

素可治性醛固酮增多症（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ｒｅｍｅｄｉａｂｌｅ　ａｌ－
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ｉｓｍ，ＧＲＡ）、盐皮质激素受体活性突变、拟盐

皮质激素增多症等。单基因遗传性高血压具有独特的

药物治疗 方 案［７８－８５］，如 ＧＲＡ需 用 地 塞 米 松 治 疗。很

多单基因遗传性高血压采用常规的５大类降压药效果

不佳，需采用针对性的药物，如：保钾利尿剂氨苯蝶啶

治疗Ｌｉｄｄｌｅ综合 征，螺 内 酯、依 普 利 酮 治 疗 表 观 盐 皮

质类固醇激素过多综合征（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
ｅｘｃｅｓｓ，ＡＭＥ）；噻嗪利尿剂治疗Ｇｏｒｄｏｎ综合征（表６）。

表６　单基因遗传性高血压的临床特点［８６］

单基因高血压类型 发病年龄
肾素
活性

醛固酮 Ｋ＋ 遗传方式 　致病基因 治疗

糖皮质激素 可 治 性 醛 固 酮 增 多 症

（ＧＲＡ）
２０～３０岁 降低 升高 降低 常染色体

　显性

ＣＹＰ１１Ｂ２嵌合

ＣＹＰ１１Ｂ１

低剂量糖皮质激素；其他方案：盐皮质激素拮

抗剂，ＥＮａＣ抑制剂

Ｌｉｄｄｌｅ综合征 ＜３０岁 降低 降低 降低 常染色体

　显性

ＳＣＮＮ１Ｂ、ＳＣＮＮ１Ｇ、

　ＥＮａＣ

螺内酯、补钾、激素

表观盐皮质 类 固 醇 激 素 过 多 综 合

征（ＡＭＥ）

儿童或成人 降低 降低 降低 常染色体

　隐性

１１βＨＳＤ２ 螺内酯、补钾、激素

妊 娠 加 重 型 高 血 压（Ｇｅｌｌｅｒ综 合

征）
＜２０或＜３０岁 降低 降低 降低 常染色体

　显性

ＮＲ３Ｃ２ 低钠饮食；避免使用醛固酮受体拮抗剂，终止

妊娠后可改善高血压

Ｇｏｒｄｏｎ综合征 ＜２０或＜３０岁 降低 降低 升高 常染色体

　显性

ＷＮＫ４、ＷＮＫ１、

　ＫＬＨＬ３、ＣＵＬ３

严格限盐，噻嗪类利尿剂

高血压伴短指综合征 儿童 降低 降低 降低 常染色体

　显性

ＰＤＥ３Ａ、ＳＵＲ２ 磷酸二酯酶３抑制的可能作用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ａｄｒｅｎａｌ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ＣＡＨ）

儿童或青春期 降低 降低 降低 常染色体

　隐性

ＣＹＰ２１Ａ２、ＣＹＰ１１Ｂ１、

　ＣＹＰ１７Ａ１、ＨＳＤ３Ｂ２

１７α－羟化酶缺陷糖皮质激素治疗，保钾利尿剂

２１α－羟化酶缺乏糖皮质激素治疗

　　注：ＣＹＰ１１Ｂ２为细胞色素Ｐ４５０　１１Ｂ２；ＣＹＰ１１Ｂ１为细胞色素Ｐ４５０　１１Ｂ１；ＳＣＮＮ１Ｂ为上皮钠通道１亚单位β；ＳＣＮＮ１Ｇ为上皮钠通道１亚单位γ；

ＥＮａＣ为上皮钠离子通道；１１βＨＳＤ２为１１β羟类固醇脱氢酶２；ＮＲ３Ｃ２为核受体亚家族３Ｃ组成员２；ＷＮＫ４为 ＷＮＫ赖氨酸缺陷蛋白激酶４；ＷＮＫ１

为 ＷＮＫ赖氨酸缺陷蛋白激酶１；ＫＬＨＬ３为Ｋｅｌｃｈ样蛋白３；ＣＵＬ３为Ｃｕｌｌｉｎ３；ＰＤＥ３Ａ为磷酸二酯酶３Ａ；ＳＵＲ２为 ＡＴＰ敏感钾离子通道ＳＵＲ２亚

基；ＣＹＰ２１Ａ２为细胞色素Ｐ４５０　２１Ａ２；ＣＹＰ１７Ａ１为细胞色素Ｐ４５０　１７Ａ１；ＨＳＤ３Ｂ２为３β羟类固醇脱氢酶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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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原发性高血压　精准医学在原发性高血压的

应用相较继发性高血压研究更为复杂。高血压涉及遗

传因素与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目前已证实，与高血

压发病相关的基因超过３０个，同时还发现有超过１　４７７
个ＳＮＰｓ与血压相关，位点涉及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

酮系统、交感神经系统和内皮素系统、钠调节系统、脂

质代谢、细 胞 信 号 传 导 等 多 个 系 统。然 而，到 目 前 为

止，这些高血压相关的ＳＮＰ也仅仅能解释大约６％的

遗传性高血 压 的 发 病［８７］。众 多 的 高 血 压 相 关 基 因 及

ＳＮＰｓ的 综 合 作 用，对 高 血 压 的 发 生 和 发 展 产 生 怎 样

的影响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目前也是高血压基因

多态性研究的热点之一，如何采用多基因风险评分早

期识别高血压的高风险人群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方向。

　　在高血压常用的５大类降压药中，具体到患者的

实际情况，不同药物对患者个体疗效的差异更加突显

药物精准选择治疗的价值。如：青年人高血压往往伴

有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以舒张压升高为主，所以要抑

制交感神经活性，同时控制好心室率，β受体阻滞剂恰

好具备上述功能；对于糖尿病合并蛋白尿患者，大剂量

的血管 紧 张 素 转 换 酶 抑 制 药（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ＡＣＥＩ）或 血 管 紧 张 素 受 体 阻 滞 药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ｂｌｏｃｋｅｒ，ＡＲＢ）在发挥降血压作

用的同时可降低患者的蛋白尿，保护肾功能。对于合

并心力衰竭的患者，推荐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

制剂（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ｎｅｐｒｉｌｙｓｉ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ＡＲＮＩ）替

代ＡＣＥＩ／ＡＲＢ，临床 研 究 证 实 它 在 控 制 血 压 的 同 时，
可改善心血管预后。老年人多合并动脉硬化，使用长

效钙通道阻滞剂（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ｌｏｃｋｅｒ，ＣＣＢ）在稳

定降低收缩压的同时，对动脉硬化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联合用药在提高降压效果的同时，提高了患者依从性、
减 少 了 药 物 不 良 反 应。单 片 复 方 制 剂（ｓｉｎｇｌｅ－ｐｉｌ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Ｃ）作为一种新型联合 用 药 方 式，与 单

药自由联合用药相比，具有使用方便、治疗依从性和疗

效较好等 优 势，是 联 合 治 疗 的 新 趋 势。２０２２年ＳＰＣ
与相同多药治疗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继发性心血管保

护作用 比 较（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ｉｌ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ｉｌ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ｄｙｓ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
ｃｕｌａ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ＡＲＴ）研究结果表明，ＳＰＣ可有效

降低人群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和全因死亡率，接受治疗

后，ＳＰＣ组首次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平均时间比多片药

物联合（ｍｕｌｔｉ－ｐｉｌ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ＰＣ）组 晚１１６ｄ，死

亡时间比 ＭＰＣ组晚６２．１７６ｄ，使用ＳＰＣ的患者服药

后首次发生 心 血 管 事 件 和 死 亡 事 件 的 时 间 也 较 使 用

ＭＰＣ的患者更晚［８８］。中国门诊高血压患者治疗现状

登记 调 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ａ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ＵＳⅡ）［８９］、糖尿 病 和 血 管 疾 病 行 动：百 普 乐 与 达

美康缓释片对照评估（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ｔｅｒａｘ　ａｎｄ　ｄｉａｍｉｃｒｏｎ－Ｍ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ｖａｌｕ－
ａｔｉｏｎ，ＡＤＶＡＮＣＥ）研究［９０］、氯沙坦减少高血压患者终

点事件研究（ｌｏｓａｒｔ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ｎｄｐｏｉｎｔ　ｒ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ＬＩＦＥ）［９１］及老年人认知和

预后研究（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ＳＣＯＰＥ）［９２］均 证 实：不 同 成 分 的ＳＰＣ均 显 示

出比自由联 合 用 药 更 好 的 治 疗 依 从 性 和 用 药 持 久 性

（联合用药方案及证据见表７［９１，９３－９８］）。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ＵＳⅡ
研究结果显示，ＡＣＥＩ／ＡＲＢ与ＣＣＢ联用（奥美沙坦酯＋
氨氯地平）相较于其他双重或三重用药组合，可更好地

改善高血压患者的代谢功能和肾功能。但对于舒张压

高、高盐摄入 患 者，ＡＣＥＩ／ＡＲＢ与 噻 嗪 类 利 尿 剂 的 联

合具有更好的减压作用［８９］。

　　药物基因组学在“精准药物治疗”方面崭露头角，
基于个体药物基因组学证据，可预测药物降压效果、耐
药性及靶器官保护作用，从而为高血压提供更加精准

的治疗指导。与此同时，应用这些治疗策略的卫生经

济学研究对高血压群体防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２．４　高血压人群精准化管理模式

２．４．１　“互联网＋”高血压慢性疾病管理模式　“互联

网＋”高血压慢性疾病的管理是互联网时代发展的产

物，是传统高血压管理方法的补充和发展，通过结合互

联网来精确匹配患者群体及获取其准确全面的健康信

息，从而增强卫生服务和信息的透明化，达到精准医疗

的效果。２００８年，家 庭 血 压 监 测，网 络 教 育 和 药 师 管

理控制 高 血 压 的 有 效 性 研 究（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ｏｍｅ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ｗｅｂ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ｓｔ　ｃａｒｅ　ｏｎ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ＢＰ）随 机

对照试验［９９］证实家庭血压监测＋线上教育＋药师咨

询组血压达标率（５６％）显著高于常规管理组（３１％）和
家庭血压 监 测＋线 上 教 育 组（３６％）；２０２１年 发 表 在

《英 国 医 学 杂 志》（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ＢＭＪ）上的 家 庭 在 线 血 压 管 理 和 评 估（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ｏｎ－
ｌｉｎ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ＨＯＭＥ　ＢＰ）研究进一步证实，数字化干预通过使用血

压的自我监测来控制高血压，与传统方法相比，１年后

收缩压的控制效果更好（收缩压相差－３．４ｍｍＨｇ，舒

张压相 差－０．５ｍｍＨｇ），且 增 量 成 本 更 低［１００］；２０２２
年中国医学 科 学 院 阜 外 医 院 王 增 武 教 授 团 队 研 究 显

示，在“互联网＋”指导下，血压控制效果、生活方式干

预效果均 大 幅 度 提 高［１０１］。综 上，基 于 互 联 网 管 理 平

台开展健康管理在改善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率、降

低血压水平等方面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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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联合用药方案及临床研究

试验 研究方案 研究药物 研究结果

ＮＣＬＵＳＩＶＥ研究［９３］ ＡＲＢ＋利尿剂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 单药、联合用药达标：３０％、７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研究［９４］

Ｖａｌ－ＤＩＣＴＡＴＥ研究［９５］

ＡＲＢ比利尿剂；ＡＲＢ＋

　利尿剂比ＣＣＢ

缬沙 坦 比 氢 氯 噻 嗪；缬 沙 坦＋

氢氯噻嗪比氨氯地平

缬沙坦＋氢氯噻嗪降压明显优于单用氢氯噻嗪或缬沙坦；

ＡＲＢ＋利尿剂组与ＡＲＢ＋ＣＣＢ组 降 压 疗 效 相 当，但 ＡＲＢ＋利

尿剂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ＡＲＢ＋ＣＣＢ组

ＶＡＬＵＥ研究［９６］ ＡＲＢ＋利 尿 剂 比 ＣＣＢ＋

利尿剂

氨氯地 平＋氢 氯 噻 嗪 比 缬 沙

坦＋氢氯噻嗪

ＡＲＢ＋利尿剂组较ＣＣＢ＋利尿剂组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但降

低幅度稍低

ＬＩＦＥ研究［９１］ ＡＲＢ＋利尿剂比β受体

　阻滞剂

氯沙坦／氢氯噻嗪比阿替洛尔 ＡＲＢ＋利尿剂 较β受 体 阻 滞 剂 可 显 著 降 低 心 血 管 事 件 复 合

终点

ＡＳＣＯＴ－ＢＰＬＡ研究［９７］

　

ＣＣＢ＋ＡＣＥＩ比β受体阻

　滞剂＋利尿剂

氨氯地平／培 哚 普 利 比 阿 替 洛

尔／苄氟噻嗪

ＣＣＢ＋ＡＣＥＩ较β受体阻滞剂＋利尿剂血压下降明显，同时显著

降低心血管事件复合终点

ＨＯＴ－ＣＨＩＮＡ研究［９８］ ＣＣＢ比ＣＣＢ＋ＡＣＥＩ比

　ＣＣＢ＋β受体阻滞剂

非洛地平 比 非 洛 地 平／培 哚 普

利比非洛地平／比索洛尔

ＣＣＢ＋ＡＣＥＩ组较ＣＣＢ＋β受体阻滞剂组显著降低心血管 事 件

复合终点

　　注：ＮＣＬＵＳＩＶＥ研究为厄贝沙坦和氢氯噻嗪的长期降压活性与耐受性研究（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ｌ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ｒｂｅｓａｒｔａｎ

ｗｉｔｈ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ｏｔｈｉａｚｉｄ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研究为比较缬沙坦／氢氯噻嗪与氨氯地平／氢氯噻嗪对２期高血压患者动态血压的影响研究（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ｔｉｔｒａｔｅｄ　ｖａｌｓａｒｔａｎ／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ｏｔｈｉａｚｉｄ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ｍｌｏｄｉｐ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ｏｔｈｉａｚｉｄｅ　ｏｎ　ａｍｂｕｌａｔｏｒｙ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ｇｅ　２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Ｖａｌ－ＤＩＣＴＡＴＥ研究为缬沙坦氢氯噻嗪利尿剂起始控制和滴定至最佳疗效研究（ｔｈｅ　ｖａｌｓａｒｔａｎ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ｏｔｈｉａｚｉｄｅ　ｄｉｕｒｅｔｉｃ　ｆｏ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ｔｉ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ＶＡＬＵＥ研究为缬沙坦抗高血压长期应用研究（ｖａｌｓａｒｔａｎ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ｕｓ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ＬＩＦＥ

研究为氯沙坦减少高血压患者终点事 件 研 究；ＡＳＣＯＴ－ＢＰＬＡ研 究 为 盎 格 鲁－斯 堪 的 那 维 亚 心 脏 终 点 事 件 试 验－降 血 压 研 究（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ｔｒｉａｌ－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ｒｍ）；ＨＯＴ－ＣＨＩＮＡ研究 为 中 国 高 血 压 患 者 最 佳 治 疗 研 究（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ＲＢ为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药；ＣＣＢ为钙通道阻滞剂；ＡＣＥＩ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药。

２．４．２　中国式以社区、乡村医生为主导的多方位血压

控制干预模式　约７５％的高血压患者生活在中低 收

入国家，而在这种资源匮乏环境中，高血压患者血压控

制达标的比例很低。在我国，农村地区的高血压患病

率（２９．４％）明显高于城市地区（２５．７％），而高 血 压 的

控制率 仅 为１１％。因 此，在 我 国 农 村 地 区 探 索 出 可

行、有效和可持续的高血压控制策略势在必行。中国

农村 高 血 压 控 制 项 目（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ｒ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ＣＲＨＣＰ）研究通过对乡村医生适当培

训，高血压控制率大幅度提高，主要复合终点发生率、

全因死亡率显著降低，由此证实在资源欠缺的村庄，由
乡村医生主导的高血压干预在降低心血管疾病和全因

死亡方面 效 果 显 著［１０２］。城 市 内，我 国 高 血 压 防 治 工

作重点由综合性医院、心血管专科医师向基层社区健

康卫生服务中心转移。２０１７年，Ｈｅ等［１０３］发表了其在

阿根廷低收入社区的研究结果，该研究团队对高血压

患者实施了以社区健康工作者为主导的综合干预，具

体包括健康教育、家庭血压监测、血压达标监督、医生

教育及短信干预，发现相比常规管理组，综合干预组高

血压 患 者 收 缩 压 下 降 ６．４ ｍｍＨｇ，舒 张 压 下 降

５．４ｍｍＨｇ，控制 率 提 高 了２０．６％。目 前，我 国 深 圳

“福田模式”等研究亦发现：通过对社区居民设立专员

管理、医联体下高血压患者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及家庭

医生综合干预，高血压的治疗率、控制率明显增高，这

种下沉至社区的高血压管理模式，使高血压患者得到

较大获益［１０４］。厦 门 市 采 用 专 科 医 师、全 科 医 师 及 健

康管理师的高血压“三师共管”模式，显著提高了高血

压的控制率［１０５］。

２．４．３　智能可穿戴设备在高血压诊疗中的应用　智

能可穿戴设备是在传感器、无线通信、可穿戴技术及算

法支持下设计、开发的可穿戴设备的总称，可获取生命

体征相关参数，在健康医疗领域极具潜力。随着科技

的发展，智能穿戴设备的健康监测功能已逐渐完善，与
传统血压仪相比，智能穿戴产品具备使用更便捷的特

点，同时便于人们对血压进行长时间有效的监测，得出

更全面的 血 压 数 据。Ｋａｒｉｏ等［１０６］研 究 中 的 腕 带 式 可

穿戴设备和Ｉｓｌａｍ等［１０７］研 究 中 的 无 袖 式 可 穿 戴 设 备

均被证实与传统血压测量方式相比，测量血压数据差

别小，达到临床应用需求。此外，使用智能可穿戴设备

还具有一些潜在优势，如：通过程序设定，定时测量血

压，可有效鉴别白大衣性高血压及隐蔽性高血压；结合

人工智能技术和多次血压测量，可早期预测高血压发

生风险，预测血压变异性等。

３　高血压精准化治疗新技术与新进展

３．１　高血压精准化治疗新技术

３．１．１　经 导 管 去 肾 交 感 神 经 术（ｒｅｎａｌ　ｄｅｎ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ＤＮ）　难治性高血压的形成与肾交感神经的过度激

活有 关，ＲＤＮ是 通 过 破 坏 肾 动 脉 壁 内 的 交 感 神 经 纤

维，从而降低交感神经兴奋性，实现降压的新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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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１０年来，ＲＤＮ针对顽固性高血压的 治 疗 临 床 研 究

共有１０余项发布，多项研究结 果 显 示［１０８－１１７］：ＲＤＮ可

显著降低诊室血压及动态血压或减少降压药物的服用

量。ＲＤＮ在经验丰富的专业中心，可作为顽固性高血

压成年患者的辅助治疗选择，为提升血压控制率，减少

心血管事件与疾病负担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但要注意，作为一种手术治疗，ＲＤＮ有 严 格 的 适

应证，不能将应用范围扩大化，这些适应证包括：①经

足量且合理应用３种或以上，包括利尿剂在内的不同

作 用 机 制 的 降 压 药 物 规 范 治 疗，诊 室 收 缩 压 仍≥
１６０ｍｍＨｇ，合并２型糖尿病者收缩压≥１５０ｍｍＨｇ；

②充分排除继发性高血压、假性难治性高血压（血压测

量因素、患者依从性差、服用具有升压作用的药物等）；

③ｅＧＦＲ＞４５ｍＬ／（ｍｉｎ·１．７３ｍ２），ＣＴＡ或 ＭＲＡ确

定肾动脉主干直径≥４ｍｍ且长度≥２０ｍｍ。同时应

注意，手术流程应经过临床验证并通过相关管理部门

审批，手术人员需经过规范化培训。

３．１．２　颈动脉窦刺激器　颈动脉窦为压力感受器，其
作用为将血压的冲动传至延髓的血管舒缩中心，调节

血压。当血压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时动脉压力感受器

的敏感性下降，血压调节功能减弱或消失，促进了顽固

性高血压的发生。植入电刺激器或植入血管内压力反

射放大器的方式可降低交感神经活性，已成为治疗高

血压的一种方式。基于此原理，开发了两类治疗器械，
一种是用单 侧 颈 动 脉 窦 水 平 电 压 力 刺 激 的Ｂａｒｏｓｔｉｍ
ｎｅｏ系统，另一种是不通过电刺激，而是通过颈内动脉

植入物，采用被动机械刺激压力感受器来降低血压的

ＭｏｂｉｕｓＨＤ系统。对顽固性高血压同时合并不符合心

脏再同步化治疗适应证的难治性心力衰竭患者，颈动

脉窦刺激器可能是一种的更好的选择［１１８－１２１］。相关器

械仍处于持续研究阶段，尚未应用于临床。

３．１．３　心脏神经调节治疗　在具有心脏起搏器的患

者中，采用缩短房室间期、减少心室充盈从而达到降压

的作用，但血压下降可能引起压力感受器调节的神经

元和激素应答，通过加快心率，增加外周阻力和心肌收

缩力来抵消房室间期缩短导致的血压下降。因此，通

过在较短和较长的房室间期不断交替，血压可以在较

长时间内下降，而没有交感神经激活或出现对这种治

疗的 耐 受。基 于 上 述 原 理 创 造 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系 统，是

一种双腔、频 率 应 答 起 搏 器，其 内 置 有 程 序 血 压 控 制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ＨＣ）算 法。

ＰＨＣ可以交替变换房室间期，在８～１３次短房室间期

起搏后给予１～３次 长 房 室 间 期 起 搏。ＭＯＤＥＲＡＴＯ
研究显 示 植 入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系 统 后 采 用ＰＨＣ能 够 在 短

期内使收缩压降低（１４．２±９．８）ｍｍＨｇ；而长期观察显

示收缩压降低了（２３．４±２０．５）ｍｍＨｇ［１２２－１２３］。该 系 统

适合应用于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或房室传导阻滞拟行起

搏器治疗同时合并难治性高血压患者［１２２－１２３］。这一治

疗手段有望进入临床。

３．１．４　其他　其他应用于高血压治疗的技术如颈动

脉体消融术、髂动静脉分流术、脑深部电刺激术（ｄｅｅｐ
ｂｒａｉ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ＢＳ）等还处于探索阶段［１２４－１２５］。

３．２　高血压精准化诊疗临床研究进展

３．２．１　诊室血压与诊室外血压的选择　在高血压诊

断方面，选择诊室血压测量或是诊室外血压测量，哪一

个更能方便有效地诊断高血压，并能评估高血压风险，
仍存在 争 议。２０２０年１２月《美 国 心 脏 病 学 会 杂 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ＪＡＣＣ）上发表 了 一 项 研 究，结 果 显 示，在 与 诊 室 血 压

和２４ｈ动态血压进行比较时，家庭自测血压诊断高血

压的可靠性更高，并且与左室质量指数的相关性更好。
在诊断高血压和评估高血压风险时，应优先选择家庭

自测血压［１２６］。诊室血压和诊室外血压之间具有互相

补充的作用，应在高血压患者的诊治过程中灵活应用。

３．２．２　高血压的时间治疗学　研究证实，血压昼夜节

律的丧失与许多心血管疾病包括高血压的不良预后相

关。然而，目前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对血压昼夜节律性

的调控缺乏足够的重视。睡眠模式、激素释放、饮食习

惯、消化功能、体温、肾脏和心血管功能都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血压的昼夜节律。通常情况下，患者日间血压

高于夜 间 血 压，所 以 推 荐 患 者 多 在 日 间 进 行 服 药。

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团队在《柳叶刀》（Ｌａｎｃｅｔ）杂志

发表了英国成年高血压患者常规降压药早晚服用对心

血管结局影响（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ｖｅｒｓｕｓ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ｄｏｓｉｎｇ　ｏｆ
ｕｓｕａｌ　ａｎｔｉ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Ｋ，ＴＩＭＥ）随 机 对 照

临床研究的结果，显示早晨或夜间服用降压药物在主

要心血管结果方面无差异，这些结果提示对于普通高

血压患者可以按照习惯或方便，选择在早晨或夜间服

药均可［１２７］。但对 于“勺 型”高 血 压，睡 前 或 夜 间 服 药

可能更有助于控制夜间血压的升高。对于高血压的时

间治疗学仍需要更多的大规模临床研究支持。

３．２．３　新型降压药　艾沙利酮（Ｅｓａｘｅｒｅｎｏｎｅ）作为高

度选择性的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与其他类固醇激

素受体相比，该受体的选择性超过１　０００倍，相对于螺

内酯和依普利酮，艾沙利酮的盐皮质激素受体亲和力

提高了４倍和７６倍。在《高 血 压》（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杂

志上发表的新型选择性非甾体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

艾沙利酮的Ⅲ期 多 中 心、随 机、双 盲 临 床 试 验 结 果 显

示，艾沙利酮２．５ｍｇ／ｄ的剂量在静息血压和２４ｈ血

压降低方面不 劣 于 依 普 利 酮 片。用 艾 沙 利 酮５ｍｇ／ｄ
的降压效果显著优于依普利酮５０ｍｇ／ｄ［１２８］。

·４１５· 中华高血压杂志（中英文）　２０２４年６月第３２卷第６期　Ｃｈｉｎ　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Ｊｕｎｅ　２０２４，Ｖｏｌ．３２Ｎｏ．６



　　内 皮 素 途 径 在 高 血 压 的 发 病 机 制 中 起 着 重 要 作

用。２０２２年Ｌａｎｃｅｔ杂志发表了双内皮素受体拮抗剂

阿普 昔 腾 坦（ａｐｒｏｃｉｔｅｎｔａｎ）治 疗 难 治 性 高 血 压（ｄｕａｌ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　ａｐｒｏｃｉｔｅｎｔａｎ　ｆｏ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ｈｙ－
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研究，结果显 示：４周 时 阿 普

昔腾坦１２．５和２５．０ｍｇ较安慰剂组诊室收缩压分别

显著下降３．８、３．７ｍｍＨｇ，２４ｈ动态收缩压显著下降

４．２、５．９ｍｍＨｇ，并在第４０周保持持久效果［１２９］。

　　高血压诊疗涉及心内外、肾内、内分泌、泌尿、神经

内外、血液、妇产等多个学科，可见高血压精准化诊疗

推广与普及面临巨大挑战。现今，除实验室检查、影像

学检查外，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成熟，越来越多家族性

单基因高血压患者得以确诊；高血压药物基因多态性

可为高血压精准用药带来曙光；高血压人群精准化管

理提高高血压控制率、减少高血压并发症发生；高血压

精准化治疗新技术为下一步高血压诊治提供了新的方

向，高血压诊疗逐步走向精准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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