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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6例老年社区人群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对预后影响的研究

李静 汤哲 关绍晨 方向华 吴晓光 刘宏军 刁丽君 孙菲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探讨单纯收缩期高血压(IsH)对老年人长期预后的影响。方法 在北京市城乡

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抽取一个有代表性的社区人群为研究对象。于1993年开始基线调查，随访

调查11年，观察不同血压的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及全因死亡情况。结果 (1)老年人中高血

压患病率为61．7％，其中ISH占27．8％。老年人的收缩压(sBP)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增高。(2)随访11

年显示高血压组老年人总死亡率及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均显著高于血压正常组。老年IsH总体死

亡率为55．2％，显著高于血压正常组(46．2％)。ISH的死亡风险是正常者的1．4倍，如合并舒张压增

高，则死亡风险是正常者的1．6倍，同时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sBP在120～139 mm Hg

(1 mm Hg=0．133 kPa)水平的死亡率最低，140 mm Hg以上随着SBP水平升高，死亡率增加。结论

sBP是影响老年人总死亡和脑血管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ISH是影响老年人预后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高血压；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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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we followed a grOup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bove 60 years old to investigate

how isolated syst01ic hypertension(ISH)could innuence the pr(≯gnosis in the 10ng run among the elderly．

Methods A seIected sampIe of 60 year olds and over from the Beiiing residential commu“ties was

randomized ascertained to a longitudinal study． Baseline data was collected in 1 993 and 1 1 years later in

2004，the aU．cause death，mortality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were observed and

analyzed．Results (1)The morbidity of hypertension(HT)was 61．7％and ISH was 27．8％seen in

baseline survey while the SBP was increasing with age．(2)The longitudinal study showed that the total

mortality and the mortahty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Iar diseases in H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in

the normal blood pressure(BP)group．The total mortality in the group ISH was higher than in normal BP

group(55．2％：46．2％；P<0．01)．The mortaIity 0尺for group ISH／group nomal BP was 1．4 and

group DSH／group nomal BP was 1．6．The level of SBP was related to prognosis t∞which showed that the

mortality appeared the lowest in 120一139 mm Hg group，and increased when the 1evel of SBP was above

140 mm Hg．CbncIusion SBP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n the a11一cause mortality and the mortality

of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in eldevly． ISH also appeared a risk factor on the prognosis among the elderly，

suggesting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t and treatment be carefuUy addr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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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有2／3的老年人患有不同程度的高

血压⋯。其中单纯收缩期高血压(ISH)是老年高血

压的主要类型⋯。大量流行病学和临床试验表明，

老年ISH患者具有较高的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危险

性，预后差于单纯舒张期高血压(IDH)。为了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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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老年人群中ISH对长期预后的影响，本文以北京

市一个有代表性的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老年

人ISH与预后的关系。

对象与方法

1．研究样本：本研究为“北京市老龄化多维纵向

研究”课题的调查内容之一。该课题基线以中国第

四次人口普查北京市的抽样资料为依据，采用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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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分段、随机、整群的抽样方法，抽取北京市怀柔

区、大兴区、宣武区60岁及以上3440名老年人作为

调查对象。基线调查于1993年进行，随访调查11

年，其问因搬迁等原因失访574人，到2004年共访

到2866名。本研究纵向分析以资料完整的2866名

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70．86岁，其中男性

1438人(50．2％)，女性1428人(49．8％)，城区1282

人(44．7％)，郊区1584人(55．3％)。研究样本在性

别和城乡分布比例与原抽样样本的人口特征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2．研究方法：

(1)现场调查与资料的采集：现场调查分别于

1993、1994、1997、2000和2004年进行，五次的调查

方法一致，均为人户调查。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

员亲自到每位被访老年人的家中，向老年人进行问

卷的调查及血压的测量。问卷内容包括基本情况、

家庭状况、经济、职业、生活行为(如吸烟史、饮酒史

等)、生活活动能力、药物治疗史及慢性病史等。其

后每年到研究地区基层医院防保科查抄核对死亡记

录或向家属、居委会(村委会)调查死亡者的死亡时

间和死因，并于2004年为观察终点，观察全死因及

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情况。

(2)诊断标准：血压测量：坐位休息5 min后，采

用标准水银柱血压计测量右上肢血压，取I期和Ⅳ

期karotkoff音作为收缩压(sBP)和舒张压(DBP)，

间隔2 min后测量1次，测量3次取平均值。高血压

诊断以JNCⅣ报告标准，SBP≥140 mm Hg

(1 mm Hg=0．133 kPa)，或DBP≥90 mm Hg，或正

在治疗的高血压患者，无论血压是否控制都定为高

血压。根据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高血压联

盟联合制定的指南建议，SBP≥140 mm Hg，且

DBP<90 mm Hg定义为ISH，DBP≥90 mm Hg，且

SBP<140 mm Hg定义为IDH。慢性疾病均经区、

县级以上医院诊断。

(3)统计学分析：数据分析采用SPSS 11．0统计

软件。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检验、方差分析、Y2检

验、Fisher确切概率检验、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

等。并计算各暴露因素对总死亡及心脑血管疾病死

亡的比数比(锨值)。

结 果

1．基线调查结果：1993年基线调查3440名老

年人中，高血压患者2121例(61．7％)，其中IsH

956例(27．8％)，IDH 107例(3．1％)，双期血压增

高者1058例(30．8％)。女性患高血压高于男性，城

区高于农村，随年龄增高患病率增加。老年ISH女

性患病(523例，占30．2％)高于男性(433例，占

25．3％)，城区高于农村，随增龄患病率增加，而

IDH随增龄患病率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纵向研究：为进一步了解血压与长期预后的

关系，对随访资料完整的2866名老年人进行纵向分

析研究，分组观察老年人ISH对长期预后的影响。

(1)老年人高血压随访11年预后的比较：按

1993年基线调查血压分为高血压组和正常血压组，

比较两组至2004年全因死亡及心脑血管疾病死亡

的情况。结果看到高血压组的总体死亡率和心脑血

管死亡率均高于血压正常组，除心脏病死亡外均有

统计学意义(表1)。

表1 北京市社区老年人高血压随访11年预后比较

合计 1487(51．9)4 398(13．9)4 339(11．8)“

OR值(95％cJ)(1．去篡69)(1．3品翌232)(o．8占等350)
￡篁 !：!!! !：!!! !：!!1

4括号外数据为死亡数，括号内数据为死亡率(％)

(2)不同类型高血压对预后的影响：根据基线调

查血压值分为正常血压、ISH、IDH及双期高血压四

组，比较各类型高血压对老年人预后的影响。IsH

组和双期高血压组增加老年人总死亡率(P<

0．001)，而IDH组总死亡率低于血压正常组(P=

0．026)；双期血压增高也同时增加老年人心脑血管

病死亡率(表2)。

表2 北京市社区老年人不同高血压类型对预后影响比较

注：括号外数据为死亡数，括号内数据为死亡率(％)；
o

P<

0．01．
6
P<0．05

(3)不同SBP水平对预后的影响：基线sBP以

20 mm Hg为界线分为6组。至2004年随访观察基

线不同SBP水平对死亡率的影响，可见SBP水

平在120～139 mm Hg的总体死亡率最低，在

140 mm Hg以上死亡率随着血压水平的增高呈逐渐

增加趋势(P<0．001)；低于120 mm Hg或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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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mm Hg时心脏病死亡率呈增高趋势(P<

0．05)。脑血管病死亡则随着SBP水平的增高而增

加(P<0．001)。见表3。

(4)不同DBP水平对预后的影响：基线DBP以

10 mm Hg为界线分为6组。至2004年随访观察基

线不同DBP水平对死亡率的影响，可见DBP在

80～89 mm Hg水平的总体死亡率和心脏病死亡最

低，低于或高于此水平均会增加死亡风险，脑血管病

死亡则随着DBP的增长而增加(表3)。

表3 北京市社区老年人不同血压水平对预后影响比较

注：括号外数据为死亡数，括号内数据为死亡率(％)；
4

P<

0．01． 6P<O．05

(5)老年人预后的多因素分析：老年人的死亡与

许多因素有关，为进一步了解SBP对预后影响的作

用，将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生活地区、吸烟、饮酒、

配偶及糖尿病史等因素和SBP、DBP作为自变量，
●

总死亡和心脑血管病死亡作为因变量，进行109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高年龄、男性、低文化程度、吸

烟、无配偶及有脑卒中和糖尿病的老年人增加老年

人总死亡风险。同时SBP和DBP均是影响总死亡

和脑血管疾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子。另外，高年龄、

男性、低文化程度、居住农村和有糖尿病的老年人增

加脑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高年龄、吸烟、有糖尿病、无

配偶及DBP增高的老年人增加心脏病死亡风险

(表4)。

讨 论

高血压是老年人早死的潜在独立危险因素，患

有高血压病的老年人其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均显著高于血压正常者∽1，严重影响老年人的健康

和生活质量。老年高血压患者中ISH占的比率最

大，同时伴有脉压差的增宽。随着对血压研究的深

入和循证医学的应用，人们逐渐认识到DBP和平均

动脉压是血压的相对稳定成分，而SBP和脉压差波

动较大H。。本文以北京市一个有代表性的社区老年

群体为研究对象，进行大样本的前瞻性流行病学研

究，探讨北京地区老年人SBP与长期预后的关系。

纵向研究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一致，显示老年高血压

患者的心脑血管死亡和总死亡率显著高于正常血压

组，证实了高血压是老年人全因死亡和脑血管疾病

死亡的危险因素。

1．SBP对老年人预后的影响：大量的流行病学

研究已证明，升高的SBP和DBP一样是预测死亡的

独立危险因子，而且其预测力度大于DBP，尤其是

ISH¨o。本研究显示老年人ISH总死亡风险明显增

表4 北京市社区老年人预后的多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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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是正常者的1．4倍，如合并SBP增高，则死亡风

险是正常者的1．6倍，同时增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

SBP控制在什么水平一直是临床关注的重要问题，

将血压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可以降低死亡率。我们通

过纵向研究不同sBP水平对老年人长期预后的影

响显示，SBP水平在120～139 mm Hg的总死亡率最

低，低于或高于此水平均会增加总体死亡风险。在

我们进一步的交叉分层分析显示无论DBP正常与

否，sBP达140 mm Hg以上均显著增加总体死亡率，

与以往研究一致b’⋯。多因素分析也显示SBP是总

死亡和脑血管疾病死亡的独立预测因子。与

Staessen等¨o对以往老年人收缩期高血压的研究结

果一致，脑血管病死亡随着SBP水平的增高而增

加，SBP在120～159 mm Hg之间心脏病死亡率

最低。

2．DBP对老年人预后的影响：国外有研究发

现，DBP与总死亡率呈负相关¨1，这可能与维持一

定的DBP，对老年人部分重要脏器供血不足起到代

偿有关。本研究也显示老年人单纯DBP升高与正

常组相比较未增加总死亡率，甚至还低于正常组，但

如同时合并SBP增高(即双期血压增高)则明显增

加老年人总死亡率和心脑血管疾病死亡。分析不同

DBP水平对总体死亡率的影响，看到DBP在80～

89 mm Hg水平的死亡率最低，低于或高于此水平，

死亡率均呈增加趋势。脑血管病死亡率与DBP水

平显著正相关，并随着DBP水平的增高而增加。

DBP在90 mm Hg以上或低于70 mm Hg均增加老

年人心脏病死亡。可能由于DBP过低会导致冠脉

血管的灌注降低而诱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o。尤其

是当DBP明显降低时，潜在心肌缺血进一步导致室

性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猝死的发病率增加。本组研

究还提示，在老年群体中按照DBP水平评价预后的

危险性时应考虑到性别的差异，DBP水平变化对男

性老年人预后有显著影响，而对女性老年人影响不

显著。临床传统观点认为sBP升高可造成心脑血

管疾病危害，但未注意DBP降低带来的心脏损害。

所以临床医生对老年ISH患者采取积极降压治疗

时，应注意DBP的水平。

老年高血压是否积极治疗和控制，也对预后产

生重要影响，我们既往的纵向研究显示积极治疗者

死亡率明显低于未治疗者旧o。老年人动脉硬化常导

致各脏器供血能力下降，维持合适的血压水平对维

护重要脏器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的研究和本

组研究结果均提示老年人降压的重点应放在SBP

上，因ISH常伴有脉压差增大，更加重对老年人不

良预后的风险，治疗时还应强调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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