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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高血压病主要危险因素的 !"#$分析

罗雷 栾荣生 袁萍

【摘要】 目的 为评价中国居民高血压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与高血压发生的关联。方法 对检索

并入选的国内%&篇有关高血压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进行综合定量分析。结果 过量饮酒、吸

烟、嗜盐、高血压家族史、性格急躁、超体重（’!(!%&）合并!" 值（)*+#$）分别为,-,)&（,-,.&!
,-%/0）、,-,//（,-/)1!,-,/&）、,-,1*（,-,*2!,-,20）、%-11%（%-**/!%-22)）、%-*%&（,-)/%!
0-0&.）、,-1,1（,-1//!,-100）。结论 过量饮酒、吸烟、嗜盐、高血压家族史、性格急躁以及超体重均

为中国居民高血压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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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病目前尽管原因尚未完全阐明，但经多

学科的研究较为成熟的认识是：原发性高血压病是

先天遗传易感性与后天环境影响相互结合、相互作

用发生的疾病。近年来国内学者十分重视探讨高血

压病的危险因素。我们在文献检索的基础上，采用

!"#$分析方法对国内,).)年,月至%//,年,%月

共%&篇有关高血压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文献

进行综合定量分析，旨在评价与高血压有关的主要

危险因素，为高血压的病因预防提供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本次!"#$分析包括,).)年,月

至%//,年,%月在国内正式刊物上发表的共%&篇

有关高血压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文献。文献来

源包括联机检索重庆维普O(P中文科技期刊全文

数据库、3QR(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文献追

溯 以及手工检索等，共收集相关文献&/余篇，对每

作者单位：1,//&,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

教研室

个研究进行复习并进行质量评估，剔除重复报告，研

究质量差（如设计、统计分析等）、信息少或数据不完

整而无法利用的文献，以及对原始文献的关键统计

学指标!"值的计算进行验证，确证配比资料的统

计分析未误用为成组资料分析，最后确定纳入分析

的文献共%&篇。

%-统计分析方法：对资料进行一致性检验、计算

合并!"值及其)*+#$。各研究结果之间无差异

时采 用 固 定 效 应 模 型，即 用 !$6#":CM$"6=":方 法

（!CM法）计算合并!"值，否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JCK法）。其计算公式为：设>(S:6!"(，其方差为：

?(S〔2,(（,T2,(）／,,(〕U〔2%(（,T2%(）／,%(〕（该方

差也可通过各研究!"值及其)*+#$进行估计），

其中2,(、,,(为病例组暴露率和样本量，2%(、,%(为

对照组相应指标。模型假定各研究估计的是不同的

效应值，设总的综合效应为"1"，"1"S#（E"( V

1(）／#E"( ，其)*+#$"1"W,-)1V/$F（"1"）

/$F（%1"）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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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 U&%）T, E(S?T,(

·/*·

 



!!"#$%｛&，〔!’（"’(）〕／〔"#$’（"#!$／

"#$）〕｝

!""〔#$（%$’#%）!〕

#%""（#$)%$）／"#$
!为一致性检验统计量，其服从自由度为&’(的

!!分布。根据以上公式在 *+,-./.012%,34软件中

完成数据的统计分析。

结 果

(5合并分析文献的基本特征：在合并分析的!6
篇文献中，成组病例对照研究6篇，(7(配对病例对

照研究(8篇，(7!病例对照研究!篇，(76病例对照

研究(篇，累计病例6989例，对照9:!:例。每篇文

献提供的相关信息见表(。

表! 国内!6篇高血压相关危险因素关系的研究文献

编号 研究者和文献 危险因素 ’($值（9;<)*） 权重#$
$ 备 注

( 费寿南，等5河南医科大学学报，(996，!97(;: 过量饮酒 :5=>（(58("=5>） ;5=& (7(配对 病例((8例

吸烟 &58(（&5!6"!5(!） :5!8
嗜盐 !5!6（:5!="8589） !568
性格急躁 =56(（6566"(;59>） 956!

! 黄绪镇，等5中国公共卫生学报，(99(，(&7:68 过量饮酒 (5(=（&5>:"!5!!） ;5=& (7(配对 病例!6(例

吸烟 &5=6（&5;:"(5:;） (=5((
嗜盐 (5!=（&5=:"(59!） !&568
高血压家族史 65:;（!5(8"=58&） 8596
性格急躁 (5:!（&59!"(59=） :&5&(
超体重（?*@%!6） !5(;（(5!:":58;） (!5:(

: 张建营，等5河南预防医学杂志，(99;，>7:!! 过量饮酒 &59(（&5!!":5=;） (59( (7(配对 病例=&例

吸烟 !5;&（&5>;"95;8） !5(:
嗜盐 (59(（&5>!";5==） :5&6
高血压家族史 :5(&（(5;=">5(&） =56>
性格急躁 !5(:（&5=:";5:=） 65::
超体重（?*@%!6） :58=（(59("856=） =5!6

6 陈维清，等5安徽医科大学学报，(99!，!879( 过量饮酒 (5!>（&5=6"(5==） !:5:8 (7(配对 病例96例

吸烟 !5;=（(5;!"65:9） (:58!
高血压家族史 (5>;（(5(:"!5:9） !>5=(

; 姜兰琴，等5山西医学院学报，(99:，!67!>> 过量饮酒 (5((（(5&6"(5!&） 9&;5:8 (7(配对 病例9:例

吸烟 (5&!（(5&&"(5&:）989>56&
高血压家族史 !5>8（(5&6">5=(） 65:!
性格急躁 (5==（(5!&"!596） (95&>
超体重（?*@%!6） (5::（(5(;"(5;6） (=(5>8

> 吴先平，等5中华流行病学杂志，(99!，(:7:;; 过量饮酒 (5>>（(5&&"!588） (65=> (7!配比 病例!(=例

吸烟 &56!（&5!!"&5=!） 95(9
嗜盐 (5!>（&58("!5!!） ((589
高血压家族史 65;8（(5=:"((56;） 65;8
超体重（?*@%!6） !5(!（(5&!"65:9） 85!&

8 武光林，等5中华流行病学杂志，(99;，(>7(= 父母或同胞高血压 !5&&（(5:&":5&=） !&58& (7(配对 病例:(!例

(5:=（&5>="!5=:） 85>8
超体重（?*@%!6） !5!;（(5(6"656:） =5:(

= 王倩，等5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996，!7(>& 过量饮酒 (59=（&5;!"85;6） !5(; (7(配对 病例69:例

吸烟 (569（&59("!566） (;5=&
9 王伟军，等5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996，!7!;; 吸烟 (5!8（(5(>"(5:=） 6>=5&6 (76配比 病例:8&例

高血压家族史 (5(>（(5&!"(5::） !(>5!6
超体重（?*@%!6） !5&=（(5=!"!5:9） !&85!8

(& 魏谠全，等5新乡医学院学报，(99!，97!8& 过量饮酒 (5:&（&58>"!5!!） (:5:: (7(配对 病例6&例

吸烟 (5;&（&5>>":56!） ;58&
嗜盐 (5:6（&589"!5!8） (:58>
父母或同胞高血压 (56&（(5(6"(5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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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研究者和文献 危险因素 !"#值（!"#$%） 权重&!

# 备 注

$$覃绍莹，等%数理医药学杂志，$!!&，’(&" 过量饮酒 $%)&（)%!!!$%)’）*+,&%") 病例!,’例，对照&,+,例

吸烟 $%)*（$%)$!$%)’）&’&’%’)
嗜盐 $%$,（)%!-!$%,+） ,&+%++
高血压家族史 $%)$（)%!!!$%)&） $)’+&
超体重（./0",*） $%$’（$%&’!$%’!） $*’%,&

$,栾荣生，等%中国行为医学杂志，$!!&，,(&, 吸烟 )%,-（)%$,!)%’!） *%+! $(,配比 病例-’例，对照
$’"例（+个配位组各缺失$
例对照）

高血压家族史 &%)&（$%*’!’%&$） +%$&
超体重（./0",*） +%&"（,%$*!,"%,&） ,%"&

$&陈维清，等%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吸烟 ,%&$（$%,,!*%&+） !%*& 病例$’$例，对照$&"例

高血压家族史 &%$!（)%-!!$$%&!） ,%&+
$*武光林，等%天津医药，$!!"，$’($- 父母或同胞高血压 ,%,*（$%$*!&%"-） -%** $($配对 病例&$,例

高血压家族史 ,%")（$%"!!&%!,） $-%+’
$"李东光，等%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吸烟 $%$)（$%)$!$%)-） "$"%,$ 病例$"&例，对照-&"例

超体重（./0",*） $%"*（$%$*!$%+*） *,%!+
$’武光林，等%天津医科大学学报，$!!’，,(* 超体重（./0",*） $%&)（$%,)!$%*$） "!!%’$ $($配对 病例,)&例

$+郁晓慧，等%深圳医学，$!!!，$,($") 过量饮酒 ,%*’（$%$&!!%*&） ’%&" $($配对 病例+!例

高血压家族史 $%!!（$%)&!*%&-） -%-’
超体重（./0",*） $%&+（$%,’!$%*-） "*-%&+

$-何炳林，等%心肺血管学报，$!!)，!($!& 过量饮酒 ,%,)（$%,)!*%’)） $)%*’ $($配对 病例$&+例

吸烟 $%+)（)%+!!&%’+） ’%")
高血压家族史 &%*)（$%+"!’%’)） -%+*

$!木塔力甫阿木提%新疆医科大学学报，,)))，,&($$-超体重（./0",*） *%$*（$%,*!$&%-&） ,%’* $($配对 病例$)"例

,)薛祚红，等%北京大学学报，$!!*，&)(&+" 过量饮酒 )%’,（)%&*!$%$’） $)%’* 病例$&-例，对照+&例

吸烟 )%*"（)%,*!)%-"） !%+,
高血压家族史 ’%))（,%!&!$,%&-） +%*-

,$郑淑英，等%河北医药，$!!*，$’(,,) 高血压家族史 &%**（,%)$!"%--） $&%&$ $($配对 病例$)&例

超体重（./0",*） ,%’’（)%+&!$$%!-） ,%&)
,,韩玉新，等%河南医学研究，$!!*，&($+, 高血压家族史 "%,$（&%$)!-%++） $*%,$ $($配对 病例$+"例

父母或同胞高血压 *%’&（,%!&!+%&$） $-%&,
,&王一举，等%川北医学院学报，$!!*，!(*! 过量饮酒 $%&-（)%"+!&%&’） *%-- $($配对 病例$)&例

吸烟 $%,+（)%"-!,%++） ’%&)
超体重（./0",*） $%,!（$%)-!$%"&） $,*%,’

,*黄登武，等%预防医学文献信息，,)))，’($&& 吸烟 ,%"+（)%’!!!%"+） ,%,, $($配对 病例,*)例

嗜盐 &%)-（)%!!$)%"*） ,%"*
高血压家族史 *%,$（$%&)!$&%’,） ,%+-
超体重（./0",*） "%$’（$%$’!$’%"&） ,%-&

!&#为12（!"#）的方差的倒数，可根据文献作者提供的统计量（!"及其!"#$%，",值等）推算

,%资料的一致性检验：对各研究的结果进行一致

性检验，结果显示除研究因素嗜盐的一致性较好外，

其余研究因素各文献的研究结果均不一致，见表,。

表" 合并分析文献的一致性检验结果

因 素 研究数目 #&# #&#’# (值 )值

过度饮酒 $& "+&,%&) ,’,%$$ &&%!$#)%)$
吸烟 $+ $*",&%)) "$*%’) +&%)$#)%)$
嗜盐 + ,$!%-) **%*! "%$+")%)"
父母或同胞高血压 ! $+$%*)$$+%-- &+%+)#)%)$
高血压家族史 $’ $$),"%)) ,!+%)$ $-$%))#)%)$
性格急躁 * ’,%-, *&%’- ,*%+)#)%)$
超体重（./0",*） $" $-!’%+) ’"&%,) +,%")#)%)$

&%高血压病相关危险因素的 /345分析结果：

鉴于各文献对高血压有关危险因素的研究（除嗜盐

外），均缺乏一致性，因而对各危险因素（包括嗜盐）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如表&所示，各危险

因素合并!" 值均大于$，且!"#$%均不包括$，

表明各危险因素与高血压间的联系均有显著性意

义。相关危险因素联系强度由强至弱依次为：父母

或同胞高血压、高血压家族史、性格急躁、超体重

（./0",*）、过度饮酒、嗜盐、吸烟。

讨 论

$%关于/345分析方法：/345分析是对具有相

同研究目的的多个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定量分析的一

种方法。该方法于,)世纪+)年代由61577首次提

出并命名，其目的旨在提高统计推断的功效，解决单

个研究结果间的不一致性，并改进对研究效应的估

计，与单项研究相比，综合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全面

更可靠，近,)年来该方法在流行病学领域得到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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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高血压与相关危险因素关系的!"#$分析结果

因 素 !% "!#
" "!#

"#" ## 合并$%值 $%值&’(&’
过度饮酒 )*)+%, %-,*.’ -,*+’ )*+// +*+&- +*+0-$+*%),
吸烟 )*))// ’’-*&. ’%*00 )*)&’ +*+)) +*)&.$+*+)-
嗜盐 )*)))) %&+*0- %0*-+ )*+’, +*+.’ +*+’/$+*+/,
父母或同胞高血压 )*%,+& %0*// %0*,/ )*&0. %*.0+ %*’)’$%*0/)
高血压家族史 )*%-), -’*’0 --*., )*&/& %*..% %*’’)$%*//&
性格急躁 )*-0). .*&,+ .*-% )*&%. %*’%- +*&)%$,*,-0
超体重（1!2!%-） )*),0. +&)*.+ &+*-0 )*-0) +*.+. +*.))$+*.,,

泛的运用。我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345法）综合定

量评价高血压与相关危险因素间的联系及联系的强

度，目的使分析的结果（合并$%值及其&’(&’）具

有更好的代表性［+，%］。

%*高血压与各相关危险因素间的关系：过量饮

酒可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常饮酒者高血压患病率

明显高于不饮或偶尔饮酒者，饮酒量越多，高血压患

病率就越高［,］。本研究结果显示过量饮酒与高血

压 联 系 的 强 度 合 并 $% 值 为+*+&-，&’(&’ 为

+*+0-$+*%),，表明饮酒与高血压病的联系具有显

著性意义。吸烟与高血压病的联系国内外研究结果

不一致，有研究指出烟中含有尼古丁能刺激心脏使

心跳加快，并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且高血压病患

病率随每日吸烟量以及吸烟年数的增加而增加［,］，

但另一些研究表明尼古丁的代谢产物可地宁（67##84
989"）的效应是使血压降低［-］。本次研究结果表明

吸烟与高血压病合并 $% 值为+*+))，&’(&’为

+*)&.$+*+)-，二者间的联系具有统计学意义，但联

系的强度微弱，二者间真实的联系尚需进一步证实。

食盐的摄入量和高血压病的发生成正相关，嗜盐人

群中高血压患病率高，食盐摄入量低的地区高血压

较少见［,］，本研究结果提示嗜盐与高血压病联系的

强度较弱，合并$% 值为+*+.’，&’(&’为+*+’/$
+*+/,，可能与研究人群内变异度较小有关。高血压

病与遗传因素间的联系较为明确，有研究表明，高血

压病患者中有家族史者占-)($.)(，其遗传方式

可能为多基因遗传［,］，本次研究结果也提示遗传与

高血压病有较强的联系强度，高血压家族史合并

$%值为%*..%，&’(&’为%*’’)$%*//&，而且父母

或 同 胞 高 血 压 合 并 $% 值 为%*.0+，&’(&’ 为

%*’)’$%*0/)。性情急躁者常由于外界的紧张刺

激，工作节奏的加快，精神紧张而使血压升高。本研

究结果表明性格急躁与高血压病也有较强的联系，

合并$%值为%*’%-，&’(&’为+*&)%$,*,-0；高血

压和体重密切相关，超体重者高血压患病率显著增

高，肥胖者是正常体重者的%$.倍［,］。超体重是独

立的稳定的危险因素，本次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论点，

二者间的联系也具有显著性意义，合并$% 值为

+*.+.，&’(&’为+*.))$+*.,,。

,*!"#$分析质量控制：本次研究合并分析的文

献为近+)多年来国内研究并公开发表的文献，多数

研究是根据先前的高血压病诊断和分类标准来确定

病例，近来高血压病新诊断和分类标准的出台，与先

前的标准并没有较大的不同，因此由疾病诊断错误

造成的偏倚较小。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 !"#$分

析研究过程中，发现近年来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有不

少文献存在统计分析失误，譬如配比资料类型按成

组资料类型进行分析，而且报告研究结果的形式不

规范，不完整，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综合分析的资料收

集和利用造成困难，有较多的研究结果无法利用而

不得不舍弃，造成信息量的丢失。其次，发表、未发

表偏倚在本次!"#$分析研究中也会有所影响，研

究中尽量对国内有关的研究信息加以搜集利用，在

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该类偏倚。

总之，通过本次!"#$分析研究，初步明确了高

血压病的主要相关危险因素及联系的强度，表明高

血压病的发生主要与自身的健康相关行为以及遗传

因素有关。提示不饮酒或少饮酒，经常监测血压，维

持自身血压的稳定，限制食盐摄入，控制体重，适量

运动，保持心情舒畅有助于控制高血压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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