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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工作

武阳丰

自!"世纪#"年代，心血管病已逐渐成为我国

城乡居民的第一位死因，目前已占总死亡人数的近

$"%。心血管病也是造成劳动力损失、生活质量下

降、疾病负担增加的主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资料

估计，我国每年新发冠心病事件（包括急性心肌梗

死、冠心病猝死和慢性冠心病死亡）约&’"万例次，

脑卒中约$""万例次。全国现有&(&亿高血压患者，

&亿多血脂异常者，’"""万糖尿病患者。人群中有

一半以上的人至少具有&种心血管病危险因素。心

血管疾病以其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病死率及高治

疗费用，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及生存质量进一步提高。做好心血管病防治工作代

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然而，我国的心血管病防治工作现状令人担忧。

据&##&年全国高血压抽样调查资料，当时的高血压

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仅为!)%、&!%和不

足’%。!""&年全国!*家三级甲等医院对!!""例

接受降脂治疗的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调查显示，仅

!+%患者的血脂达到控制标准。卫生部统计资料、

,-./01监测资料及中国心血管病流行病学多中

心合作研究资料均显示，我国人群冠心病、脑卒中等

主要心血管病的死亡率和发病率正在不断上升。

心血管病在人群中的广泛流行及其对人群健康

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危害，已引起政府部门、学术界和

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纪

心血管病防治战略论坛”上，来自卫生部、各学术团

体、媒体和众多医药企业的政府官员、专家和社会各

界代表共同发出倡议，“号召全社会充分认识心血管

病对人民健康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危害，将心血管病

防治工作当做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要防治心血管病，必须有科学依据。心血管病

的防治仅靠流行病学研究是不够的，但流行病学研

究无疑将为制订防治策略、确定防治目标和对象，以

及采取适宜的防治措施等提供可靠的科学证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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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几十年里，我国的心血管病临床和流行病学专家

一起协作，在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中作出了很大

的成绩。我国曾先后在&#*#年、&#)#!&#2"年、

&##&年和!""!年进行过四次全国性高血压患病率

抽样调查。经过“六五”至“九五”期间多项连续攻关

研究，以及中美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合作研究与世界

卫生组织合作的,-./01研究等，摸清了高血压、

冠心病、脑卒中等主要心血管病在我国人群中的流

行强度、流行规律（包括现状和发展趋势）及其主要

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吸烟、超重／肥胖、血脂异常

及大量饮酒），并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心血管病人

群防治策略。几项大规模临床试验和社区综合干预

研究显示，降低血压等干预措施对防治心血管病是

行之有效的。

虽然我国心血管病防治工作已取得很大成绩，

但人群心血管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却仍在上升。说明

我国心血管病防治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一方面流行

病学研究得到的科学知识尚未被全社会广泛采纳和

应用，另一方面全社会采取防治行动所需要的科学

依据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获得科学知识需要研究，

应用科学知识也需要研究。从科学研究到防治实

践，这是心血管病防治工作的必由之路。心血管病

是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的，欧美及日本的经验充分

说明这一点。美国自&#$2年启动3456789:56心

脏病研究，弄清了心血管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并采取

相应的措施，至&#)!年心血管病死亡率开始下降，

至今已降低*"%以上。他们所依据的科学知识，我

们经过研究已经基本掌握。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我

们尚未达到。要想尽快遏止仍在不断上升的心血管

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必须重视和加强如何在我国人

群大面积应用这些知识并取得效果的研究工作，这

无疑应是今后我国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工作的重

点。流行病学工作者必须与心血管病临床学专家，

以及相关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营养学、运

动学、经济学等领域的专家一起，共同努力、广泛合

作才能完成好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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