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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中青年占3/4

国家卫计委 2016 年发布的数据显
示，中国18岁及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
为 25.2%，患者人数 2.7 亿，每年有 200
万人的死亡与高血压有关。慢性病监测
数据显示，在成人高血压患者中，3/4
以上为中青年，且发病率的增长较老年
人更加迅猛。此外，血压处于正常高值
水平的人群占比不断增长，是中国高血
压患病人数激增的重要来源及患病率持
续升高的主要原因。

近日，2017年全国高血压日主题活
动暨全国高血压日20周年历程回顾座谈
会召开。会上，世界高血压联盟前主
席、中国高血压联盟终身名誉主席刘力
生表示，20年来，通过全国高血压日活
动，中国推动并提高了广大群众对高血
压危害的认识，动员了全社会参与高血
压预防和控制工作，对普及高血压防治
知识、增强全民自我保健意识均具有促
进作用。

主办方提出，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高血压健康教育必不可
少，高血压防治工作仍需付出更多努
力。

高血压防治应走中国之路

刘力生说，高血压防治应当结合国
情，走中国之路。中国近 3 亿高血压患
者人群中，大量人群分布于经济发展相
对滞后的地区和农村地区，降压治疗的
长期性应顾及药物经济学。

2017 年 7 月，由国家卫计委合理用
药专家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
业委员会组织编写的 《高血压合理用药
指南 （第2 版）》中，推荐使用具有充
分循证医学证据、安全有效、价格低
廉、服用方便的“降压 0 号”等国产创
新药，应用于基层高血压防治，在降低
高血压患者经济负担的同时，使其血压
的达标率得以提升。

据了解，“降压 0 号”是上世纪 70
年代我国自主研发的“长效小复方”降
压药，经过40多年的临床应用，在降压
有效性和安全性方面积累了充分的临床
应用经验。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

“心脑血管病人群防治措施的进一步研
究”表明，取得与其他常规降压药相同
的降压效果，“降压0号”所需的费用仅
为常规降压药的40%。每日1次、一次1
片即可平稳控制血压，可有效改善患者

的服药依从性，尤其适合基层医疗机构
对轻中度高血压患者的治疗，对有效降
低医保和患者的经济负担具有重要意
义。

降压达标“县”在行动启动

“高血压县域‘达标驿站’建设项
目”在全国高血压日活动上正式启动，
该项目主题为降压达标“县”在行动，
由高血压联盟 （中国）、北京高血压防
治协会、北京高血压联盟研究所等单位
共同发起，旨在解决县域高血压达标率
低的问题，助力分级诊疗制度的落实。

在降压达标的同时，该项目更加强
调高质量的全面达标，借助“达标驿
站”，探索以“健康四大基石”——合
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
衡为基础，以规范治疗、合理用药为核
心的五位一体全面达标模式。

据介绍，随着“互联网＋”技术手
段的日趋成熟，“达标驿站”建设项目
也将适时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以远程指
导与专家下基层相结合的方式，向医
生、患者提供远程教育培训和远程精准
血压管理服务，提升县域医疗机构对高
血压疾病的规范治疗和管理水平。

该项目负责人表示，在各县域医疗
机构建立“达标驿站”，有利于我国高
血压防控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为
提升县域高血压达标率“加油”。

基层高血压防治仍存问题

在我国，80％左右的患者可以在
初级医疗单位接受诊治与随访，只有
少 数 危 重 患 者 需 要 到 大 中 型 医 院 就
医。只有公众充分认识到高血压的严
重危害与自觉防治的重要性，加之基
层医务人员熟练掌握防控高血压的正
确技能，我国的高血压防控工作才能取
得质的飞跃。

高血压防治工作，关键在基层。目
前，我国基层地区高血压的知晓率、治
疗率、控制率仍然较低，究其原因，根
本在于基层医务人员对高血压防控知识
掌握不足，存在治疗不规范、用药不合
理、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例如，高血压
药物应用不合理，一味追求快速降压，
降压目标值不明确，对高血压并发症认
识不到位等。这严重影响了患者的依从
性，直接导致血压控制率不高，因此急
需为基层医生诊治高血压提供科学、规
范的临床指导资料。

高高血压盯上年轻人
本报记者 喻京英

高血压是指以收缩压≥１４０ｍｍＨｇ、舒张
压≥９０ｍｍＨｇ为主要特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患者早期常无症状，或仅有头晕、头痛、心
悸、耳鸣等症状。表面上看，它是一种独立的疾
病，实际上是引发心、脑血管和肾病变的一个重要
的危险因素，如果控制不当就会病变，引发脑中
风、心梗和肾功能衰竭等病症，严重时可猝死。我
国约70%的脑卒中死亡和约50%心肌梗塞死亡与高
血压密切相关。

高血压“盯上”年轻人，这与遗传因素有一定关
系，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年轻人不科学、不健康的生活
和饮食习惯。现在许多年轻人以“吃货”自居，毫不在
意体重；吃东西追求“重口味”，钠盐摄入量超标；爱
吃油炸食品、肥肉等，食入较多饱和脂肪酸；频繁饮
酒、过量饮酒；长期吸烟；作息无规律，精神持续紧
张。这些因素都是导致高血压的罪魁祸首。

得了高血压一定要及时治疗，勿小病拖成重
病，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保持好体重可有效防
治高血压。高血压患者多食用富含叶酸的绿色蔬菜
利于防治高血压，烹饪时采用水煮的方式更不易使
叶酸流失。女性还要注意，口服避孕药也会诱发高
血压，有高血压家族史的女性不宜口服避孕药，应
改为其他避孕措施。

医生提醒，高血压的发生和食盐量呈现正相
关，酱油、味精等调料品中含有看不见的盐，高血
压患者需要忌口。

味精作为一种调味料，主要作用是增加食品的
鲜味，但其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也是钠盐的一
种。人体摄入钠盐过多，会引起体内水钠潴留，导
致血容量增加，同时细胞内外钠离子的增加会引起
细胞水肿、血管平滑肌肿胀、血管腔变窄、外周阻
力加大进而导致高血压。除了味精，还有各种酱
油、甜面酱、香肠、火腿肠、方便面等，甚至还有
藏在面包中的钠盐等看不见的隐形盐，对于高血压
患者来说均需要注意。

目前我们所说的盐主要是指钠盐，分为 3 种：
一是烹饪用的食盐，主要成分是氯化钠；二是面食
中的小苏打，也就是碳酸氢钠；三是味精，主要成
分是谷氨酸钠。对于高血压患者，首先，要按照我
国高血压指南推荐的标准，每人每天食钠盐量控制
在４－６克为好，最好少吃或不吃腌渍食品。如果
需要提升口感，可使用葱、姜、蒜、醋等替代。其
次，限钠补钾。钾可以缓冲钠盐引起的血压升高作
用，舒缓血管平滑肌痉挛，延缓动脉硬化，可以多
摄入富含钾的食物，尤其是新鲜蔬菜和水果。

（据新华社电）

10月8日是全国高血压日，其主题是“知晓您

的血压”。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

方式的变化，高血压患病人群仍在不断增长，并呈

现年轻化趋势。

链接▶▶▶

传说古时有个非常孝顺的女孩儿名
叫酸枣，为了治好母亲的失眠病，历尽
千难万险进深山采草药。路上，一些坚
硬的枝条刮伤了女孩儿，鲜血染红了有
芒刺的树枝。小姑娘把树枝砍了两大
捆，拿回家当柴烧，不料火中突然发出

“噼啪”的声音，随之飘出清异的果
香。原来是树枝上的小红果被火烤焦，
蹦出黑红色的光皮果仁。

母亲吃了这些异香扑鼻的果仁，睡
了甜美的好觉，多年的失眠症奇迹般地
好了。感念姑娘孝心的乡亲们，便用她

的名字给这果形如枣、酸味特浓的果仁
命了名，叫“酸枣仁”。

酸枣仁是秋末冬初采收成熟果实，
除去果肉、碾碎果核、取出种子、晒干
而成。中国最早的药书 《神农本草经》
中记载：“补中益肝，坚筋骨，助阴
气，皆酸枣仁之功也。”本品甘酸补
敛，性平不偏，入心、肝、胆经。善养
心、补肝、益胆尤善安神，是治阴血亏
虚之心神不安、失眠多梦、惊悸怔忡之
要药。兼能敛汗，治体虚多汗可选。

“枣仁安神液”可谓家喻户晓的中
成药。药里大量应用了对养心、安神有
奇效的酸枣仁。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
仁汤主之。基本方由酸枣仁、知母、茯
苓、川芎、甘草组成，方中重用酸枣
仁，养血补肝，宁心安神。知母和茯苓
二药与酸枣仁相配，酸收辛散，相反相

成，具有养血调肝之妙。甘草生用，和
中缓急，调和诸药，共奏养血安神、清
热除烦之功。

酸枣仁除了安神还有定志之用。传
说，潘某与“药王”孙思邈是老友，他
恳请孙思邈来医治弟弟允惠的癫狂症。
孙思邈问询病况后，细心查询了病人的
苔脉，对潘某说道：“让你弟弟今晚好好
睡觉，明日醒来就会好的。”潘某甚是不
解，孙思邈又叮咛：“先给小师父一些咸
食吃，等他口渴的时分再来叫我。”

到了黄昏，允惠口渴想喝水，家人
赶忙报知孙思邈。孙思邈取出一包药
粉，调入半斤白酒中，让允惠服下，并
让潘某安排允惠睡在一间清静的房间
内。很快，允惠便昏昏入眠了。孙思邈
一再叮咛不要惊醒他，让他自然醒来。
直到第二天深夜，允惠才睡醒。他醒

后，神志彻底清醒，癫狂症康复了。
潘家重谢孙思邈，并问其治好病的

道理。孙思邈答复：“此病可用朱砂、酸枣
仁、乳香散配伍，调入酒中服用医治，以
微醉为好。病轻者，半日至一日就可醒
来，病重者二三日才有感知。让他睡到自
然醒，病必能愈。”这个巧治癫狂症的故
事传开后，酸枣仁名声大振。

（作者为北京朝阳区中医院医师）

酸枣仁为何有安神定志作用？
王红蕊 《难治性癌痛专家共识》出台

本报电（朱芸） 中国首部《难治性癌痛专家共识（2017年
版）》近日发布。与此同时，首家“难治性癌痛规范化诊疗示范基
地”在天津市肿瘤医院成立。

《难治性癌痛专家共识 （2017年版）》首次明确了难治性
癌痛的定义和诊疗标准，同时提出了多学科治疗难治性癌痛
的基本原则，统一了镇痛泵技术、神经毁损术、经皮椎体成
形术、放射性粒子植入术等治疗技术的规范化诊疗意见，为
各学科提供了临床实践依据。

益生菌研发应用论坛举行
本报电（许晓华） 益生菌与微生物组研发、应用与发展

合作论坛日前在天津举行。
益生菌的临床应用与临床营养等议题引来众多临床专家

关注。与会专家认为，心脑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过敏性
疾病、肥胖、肿瘤等疾病都与人体菌群失调有关，且均有临
床验证。临床试验证明，益生菌制剂的科学服用，有利于调
节菌群失衡，提高人体健康水平。

预防肺癌
控烟是关键

孙 琳

当前，肺癌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癌症死
亡的“第一杀手”。降低吸烟率、加强肺癌早期筛查、推广胸外科微
创技术和精准放射治疗技术、重视基因检测指导下的肺癌个体化
诊疗、传播精准医学理念，已成为我国肺癌防治工作的重点。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肺癌南北高峰论坛上， 中国癌症基金
会理事长赵平表示，未来我国肺癌发病率与死亡率还将进一
步攀升，而控烟是预防肺癌的关键一环。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新发肺癌患者 180
万，死亡人数160万，肺癌排在最凶险恶性肿瘤前3名。

世卫组织提出肿瘤三级预防战略，特别是一级预防，如
避免危险因素的暴露、改善呼吸环境等。其中，控烟是预防
肺癌的关键性措施。我国目前有3亿吸烟者，必须强化控烟行
动，强化一级预防，控制肺癌的发病，提高治愈率，造福国
民健康。

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表示，早诊早治，
早发现早期肺癌，是目前的工作目标。针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
进行低剂量螺旋胸部CT筛查，可以发现早期肺癌患者。

肺癌早期无任何临床症状，很多患者都是因症状就诊。
临床确诊时，已是局部中晚期，失去了最佳治疗时机，这是
我国肺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通过低剂量螺旋CT胸
部以及肺癌抗体检测等技术，就能够发现“早期肺癌”。如果
发现的肺部病灶小于2厘米，外科手术治疗后，患者5年生存
率接近100％。

备孕二胎
评估很重要

农 琳

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符合条件的
1.4亿对夫妇中，新增可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总数为 9000万左
右，60%（即5400万）妇女在35岁以上，40岁至49岁者约占50%。
可以预见，生育二孩的情况将在未来的妇产科临床中持续增加。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女性健康时尚论坛上，妇产科专家强
调，备孕二胎忌盲目，孕前评估很重要。

“夫妻千万不要因为备孕二胎而掉以轻心。”和睦家妇产
科大夫詹才芳提醒说，做好孕前评估是保障高龄妇女安全生
育二孩的首要条件，孕前评估是孕前保健的首要任务，良好
的孕前保健可减少不良妊娠、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孕前评估内容包括夫妇健康状况、既往疾病史、手术
史、药物和环境有害物接触史、家族和遗传病史、不良孕产
史、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

高龄妈妈一般在工作单位是中流砥柱，压力大。有些因
为生育过孩子体重偏高，生活习惯不良，应酬多、被动吸
烟，在备孕时需要缓解压力，做出一些相应改变。同时，高
龄妇女生育二孩前，更需针对易出现的风险，充分评估高危
因素，积极和适时进行生育干预。在专业妇产科门诊进行咨
询及检查，及时诊断治疗，为怀孕做好准备。

和睦家妇产科主任刘光三强调，高龄和头胎剖腹产的产
妇，可用 VBAC （剖宫产后阴道分娩） 技术来保障顺产。对
于孕产妇而言，VBAC 不仅可以减少对孕妇的伤害，降低孕
妇再次分娩的风险，还可减低剖宫产率，利于产后恢复。

专家表示，是否需要做剖腹产应该根据孕妇产前的指征
情况做决定，比如母亲是否存在妊娠合并症，胎位是不是不
正，是否有胎盘前置等，不建议做没有指征的剖腹产。

■ 定期测量血压

① 正常成年人，建议至少每两年测量1次血压。
② 医疗单位对35岁以上首诊患者测量血压。
③ 高血压易患人群，建议每半年测量1次血压。
④ 积极提倡高血压患者在家庭开展自测血压，
血压达标且稳定者，每周自测血压1次；血压未
达标或不稳定者，应增加自测血压的次数。
⑤ 推荐使用经过国际标准认证合格的自动电子
血压计。
⑥ 提倡远程血压测量和管理。
⑦ 倡导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

防治高血压需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图为一个孩子在医院好奇地看着妈妈给降生不久的弟
弟喂奶。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