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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湖北省高血压的流行现状!为开展高血压人群防治和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

随机分层多阶整群抽样调查武汉市
<###

例
%8

岁以上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和相关因素&结果
!

武汉市
%8

岁

以上人群高血压总患病率为
%#6<9;

!男性和女性分别为
86!%;

和
%%6:";

!农村%城市分别为
!6$";

和
%96%#;

&

超重%肥胖%年龄增长和城市居民是高血压患病的危险因子&结论
!

高血压防治重点应放在城市地区!防治对象重

点是超重%肥胖者%大年龄组的女性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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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的心血管疾病#是目前

造成人类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几十年来#随

着人口期望寿命的延长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的人群疾病模

式有了很大变化#高血压患病率明显上升*为了解人群高血压

的患病情况#以制订相应防治措施#作者在武汉市组织开展了一

次农村与城市人群高血压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6$

!

一般资料
!

调查位于各调查中心城乡居民区#

%8

(

8#

岁

成年人#城乡各
%"##

例#共
<###

例*

$6/

!

方法
!

随机分层多阶整群抽样*

$6/6$

!

调查方法
!

调查问卷由调查对象填写#调查员提供必

要的解释说明并进行监督*

$6/6/

!

调查工具
!

简化的
Y4U)

+

组合问卷调查)返流性疾

病问卷调查用于了解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合并疾病和治疗情

况*

PW?<!

健康问卷调查)

)PP

睡眠情况问卷调查)体格检查)

实验室检查)内窥镜检查和活体组织检查仅限于亚单位样本*

$6/6'

!

调查时间
!

$##7

年
!

月
%

日到
$#%#

年
8

月
<%

日*

$6/61

!

调查内容
!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吸烟情况)体质量)

身高)饮酒情况)合并疾病情况)目前治疗情况)

Y,-D

+

)

Yah

)

PW?<!

)

)PP

调查问卷*

$6'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分析使用
P>P76%6<

分析软件*统计

学分析之前制订详细的统计学分析计划*描述性分析)连续变

量)描述统计$数量)平均数)中位数)标准差)最小值和最大值%

分类变量)频数表$数量和百分数%推导数据$假设检验%双向检

验#多变量分析*

/

!

结
!!

果

/6$

!

高血压患病情况
!

共抽样调查
<###

例#查出高血压患

者
<!#

例#总患病率为
%#6<9;

$见图
%

%*

/6/

!

不同年龄)性别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率
!

随着年龄的增加#

男)女性高血压患病率均呈上升趋势#

"#

岁以下高血压患病率

仅为
$689;

$

!:

"

$$79

%#

9"

岁以上为
$:69$;

$

$87

"

%#"9

%*

$见图
$

和图
<

#表
%

和表
9

%各年龄组间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6#%

%*

/6'

!

体质量指数$

SU'

%与高血压的患病率
!

SU'

"

%86"

者患

病率为
"6<!;

#

SU'%86"

(

$967

者患病率为
:6!7;

#

SU'$"

(

$767

者 患 病 率 为
$#69$;

#

SU'<#

以 上 者 患 病 率 为

9<6#9;

#

SU'

#

<#

者占高血压总病例数的
9$6$$$;

$

%"$

"

<!#

%#见表
<

)图
9

*

表
%

!

高血压与性别相关性分析

项目
未患病

男 女

患病

男 女

频数
%9$< %!7: %<9 $$!

百分比
9#687 986:! <68" !697

行百分比
9"6!% !$6:8 <:6$$ !$6:8

列百分比
7%6<7 886$" 86!% %%6:"

合计
<%$#

$

876!!

%

<!#

$

%#6<9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Z/KUDI+HAB

!

U/J0G$#%$

!

&,H67

!

5,6!



表
$

!

高血压与年龄相关性分析

项目
%

未患病 患病

$

未患病 患病

<

未患病 患病

9

未患病 患病

"

未患病 患病

!

未患病 患病

(,1/H

未患病 患病

频数
88! < :8: %! !9% 98 9$! 8: $%< %%< %$! 87 <#"7 <"!

百分比
$"6<! #6#7 $<6#" #69: %86:: %69% %$69: $6"" !6$9 <6<% <6!7 $6!% 876!! %#69$

行百分比
$"6:< #689 $"6:< 9697 $#67" %<698 %<67< $9699 !67! <%6:9 96%$ $"6## ^ ^

列百分比
776!" #6<" 786#% %677 7<6#< !67: 8<6#9 %!67! !"6<9 <96!! "86!# 9%69# ^ ^

!!

注!

^

表示无数据*

表
<

!

高血压与
SU'

相关性分析

未患病
"

%86"

未患病 患病

%86"

(

$967

未患病 患病

$"

(

$767

未患病 患病

<#

未患病 患病

(,1/H

未患病 患病

频数
<:% $% $$99 %8: 9!# %%8 9" <9 <%$# <!#

百分比
%#6!! #6!# !9698 "6<: %<6$$ <6<7 %6$7 #678 876!! %#6<9

行百分比
%%687 "68< :%67$ "%679 %96:9 <$6:8 %699 7699 ^ ^

列百分比
796!9 "6<! 7$6<% :6!7 :76"8 $#69$ "!67! 9<6#9 ^ ^

!!

注!

^

表示无数据*

图
%

!!

高血压患病情况频数分布

图
$

!!

调查人群年龄段频数分布

图
<

!!

调查人群性别频数分布

表
9

!

高血压与调查地区相关性分析

项目
未患病

男 女

患病

男 女

频数
%""7 %"!% %#9 $"!

百分比
9#68# 9968! $677 :6<!

续表
9

!

高血压与调查地区相关性分析

项目
未患病

男 女

患病

男 女

行百分比
9767: "#6#< $8687 :%6%%

列百分比
8"67# 7<6:" !6$" %96%#

合计
<%$#

$

876!!

%

<!#

$

%#6<9

%

图
9

!!

调查人群
SU'

频数分布

'

!

讨
!!

论

高血压作为最为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危害是巨大的*首

先#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死)冠心病等#最主要的病因是高血

压#据统计#

9#;

(

"#;

的心肌梗死与高血压有关(而脑梗死)

脑出血的主要病因也是高血压#据统计#

"#;

(

!#;

的脑卒中

与高血压有关(长期的高血压还可以导致肾动脉硬化#从而引

起肾功能不全)尿毒症*

高血压在世界发达国家过去一直呈逐渐上升趋势*在我

国
$#

世纪
8#

年代之前#这种病较少*但在
%7:!

年的世界卫

生大会上却早已预测到#无论是绝对或是相对来说#心血管疾

病作为公共卫生问题正在发展中国家出现#并且随着整个国家

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现在看来这个预测是准确的*我国在
$#

世纪
7#

年代之前#医院的门诊和住院患者大多是消化系统疾

病和感染性疾病#

7#

年代以后这类患者明显减少#心血管疾病

和脑血管疾病却大大增加*因心脑血管疾病及肾动脉硬化而

病死的人数也在不断扩大*

!!!!!!!

$下转第
!"!

页%

/

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Z/KUDI+HAB

!

U/J0G$#%$

!

&,H67

!

5,6!



/6/

!

>

组)

S

组和
+

组的血清
(

和
)

$

的检测结果见表
%

(从

表中可以看出#

>

组的血清
(

较
S

组和
+

组均降低#其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6#%

%(

S

组血清
(

较
+

组降低$

!

"

#6#%

%#而

>

组的
)

$

较
S

组和
+

组升高$

!

"

#6#%

%(

S

组和
+

组的
)

$

水

平其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

%*

'

!

讨
!!

论

'6$

!

乙醇为小分子物质#在体内易氧化产热#但不能有效利

用*我国是乙醇的生厂大国和消费大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人口老龄化以及农村留守老人的增加#嗜酒)醉酒者增多#慢

性乙醇中毒的人数呈逐渐增加趋势*长期嗜酒者慢性乙醇中

毒是一普遍问题#由慢性乙醇中毒所引起的慢性胃炎)乙醇性

肝硬化等疾病是临床常见疾病#机体摄入的乙醇
7#;

以上在

肝脏代谢#经过乙醇脱氢酶#肝微粒体乙醇氧化酶系统和过氧

化氢酶氧化成乙醛#乙醛可损害各种细胞器和酶的结构功

能+

$

,

(本研究中
>Za

患者在全部嗜酒者中占的比例为
$:67;

*

'6/

!

睾酮由睾丸的间质细胞分泌#约
!";

的睾酮与血浆中的

性激结合球蛋白结合#约
<<;

左右的睾酮则与血浆清蛋白或

其他血浆蛋白结合(睾酮主要在靶器官中降解#在肝内经还原)

氧化及侧链裂解转变为
%:?

酮类固酮#包括雄酮)异雄酮及胆

烷醇酮等代谢产物随尿液排出*本试验结果显示#

>Za

患者

和嗜酒者的血清睾酮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其
(

生成减

少#在
>

组中
(

降低占
7<6<;

#

S

组中
(

降低者
97

例#占

$";

#但有
!

例升高#占
<;

#说明少数人乙醇刺激可引起
(

分

泌增加*因此#慢性乙醇中毒可能对部分男性的睾丸功能有一

定的损害*

'6'

!

在男性体内#

)

$

主要是由睾丸的局部调节产生的#睾丸

曲细精管支持细胞内存在芳香化酶#可把
(

转化为
)

$

#雌三醇

是
)

$

在肝脏内降解的主要代谢产物#以葡萄糖醛酸或硫酸盐

的形式随尿排出体外#因此肝功能障碍可导致体内雌激素过

多*本研究结果表明#

>

组的
)

$

水平明显高于
S

组和
+

组#

说明酒精性肝病由于肝功能损害而造成
)

$

水平升高#相对而

言#嗜酒组的肝功能损害较轻*实验证明#男性体内的
)

$

可与

睾丸间质细胞中的
)

$

受体结合#抑制
a5>

的合成#使
(

的合

成减少#同时也可对下丘脑
?

垂体进行反馈调节+

<

,

*本研究结

果显示嗜酒组与健康对照组的
)

$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

二者的
(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可能是慢性乙醇中毒

引起
(

降低#而不是由于
)

$

升高而抑制
(

的产生和分泌*

'61

!

慢性乙醇中毒的诊断指标有
,

?

谷氨酰转肽酶$

,

?TT(

%)

平均红细胞体积$

U+&

%)缺糖转铁蛋白$

+a(

%等#其中
+a(

比
TT(

和
U+&

具有更高的灵敏性和特异性+

9?!

,

*本次试验

中#嗜酒组的
(

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而嗜酒组的
)

$

水平只略低于健康对照组#二者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表明
(

水平测定对慢性乙醇中毒更敏感#可作为诊断

慢性乙醇中毒的联合检测指标之一*

总之#酒精性肝病在西方国家是常见病#在我国发病率有

所上升#且男性更多*慢性乙醇中毒不仅造成肝脏的损害#而

且对男性睾丸功能也造成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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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的发病涉及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影响因素多种多

样#如年龄)性别)民族)社会经济状况)饮酒)体质量)遗传)营

养膳食)各种环境暴露等*本次高血压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结果

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男女性的高血压患病率均呈上升趋势#

尤在
"#

岁以后发病率明显升高(

SU'

#

<#

者占高血压总病例

数的
9$6$$$;

$

%"$

"

<!#

%*说明超重与肥胖)遗传是高血压发

生的危险因素#这与大量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结果相吻合*流行

病学调查表明#高血压的综合防治已势在必行#它是降低人群

中相关疾病的患病率和病死率的重要措施#也是减轻疾病的社

会负担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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