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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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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海拔
#4$$7

以上原发性高血压"

6,

%患者动态动脉硬化指数"

!!U0

%与心率变异性

"

,.5

%的相关性!以及
6,

患者发生动脉硬化与自主神经功能的关系'方法
!

选择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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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

月来自海拔
#4$$7

以上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确诊为
6,

的患者
&#$

例'所有患者均检测生化指标!

#L-

动态

心电图检测
,.5

!

#L-

动态血压计算
!!U0

'根据
!!U0

水平将入选患者分为
!!U0

异常组"

!!U0

&

$144

%和

!!U0

正常组"

!!U0

"

$144

%'结果
!

与
!!U0

正常组患者比较!

!!U0

异常组患者每
4

分钟心搏
.3.

间期均

值的标准差"

U(!TT

%减低!低频"

8*

%&

8*

(高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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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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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提示
!!U0

异常组患者发生动脉硬化的同时出现了
,.5

降低$二元
8K

[

F:BFG

回归分析显示#

8*

(

,*

是动脉硬化的独立危

险因素"

!

"

$1$4

%!提示
6,

患者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是加速患者动脉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

高海拔地区

6,

患者动脉硬化与自主神经功能有一定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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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临

床常见的疾病'也是心脑血管意外主要的危险因素之

一&高血压的靶器官损害表现在心(脑(肾和血管等

重要脏器&多数心血管病的早期病理表现为动脉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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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动脉弹性下降又是动脉硬化的初期表现'通常

会出现于疾病临床症状之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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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拔地区寒冷(缺

氧'居民饮食习惯普遍高盐'喜食牛羊肉(酥油等高脂

肪食物'

6,

发病率较高&动态动脉硬化指数"

I7NH3

?IBKE

P

IEB@EFI?:BFAAD@::FD2@̂

'

!!U0

#是通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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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血压获得不同生理情况下的收缩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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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析得出二者之间的回归关系'进一步

计算得出
!!U0

&动脉硬化程度越重'回归斜率越接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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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

越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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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0

正常值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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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

!!U0

能独立于年龄(性别(吸烟(体质量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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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心血管危险因素预测

心血管疾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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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能预测致死性卒中&在我

国人群中'

!!U0

可能是
6,

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

和肾脏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L

*

&以上研究表明
!!U0

可以较好地评价高血压患者动脉硬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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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患者大多数有交感神经活性增强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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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证实合并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的高血压患者'容

易发生心(脑(肾和血管等高血压靶器官损害)

<

*

&心

率变异性"

-@IEBEIB@CIEFINF?FB

P

'

,.5

#能够反映心脏

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及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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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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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检测的各项指标中'反映自主神经系

统功能状态的指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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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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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期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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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功能状态的指标为所有依次心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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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副交感神经的兴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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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作为反映自主神经均衡性的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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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神经功能

状态会直接影响血压的昼夜节律(血压变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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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65

增大'提示自

主神经功能失衡(交感神经兴奋性占优势'此时易导

致及加重高血压的靶器官损害&近年来
%65

作为一

项能够间接反映自主神经平衡状态及交感神经兴奋

性的指标'受到了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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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对
&#$

例海拔
#4$$7

以上确诊为
6,

患者
!!U0

与
,.5

的分析'探讨高海拔地区
6,

患者自主神经功能与动

脉硬化程度的相关性&评估高血压患者的病情'为早

期防治动脉硬化(控制靶器官损害'减少病死率提供

临床依据&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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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G1G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就

诊于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符合入选标准及排除

标准的
6,

患者
&#$

例'其中男
+4

例'女
44

例'年龄

/$

"

=$

岁'平均"

4+1L4c>1&#

#岁&根据
!!U0

水平

将
&#$

例患者分为
!!U0

正常组"

!!U0

"

$144

'

*e

+#

#和
!!U0

异常组"

!!U0

&

$144

'

*e4=

#'

!!U0

正

常组中男
/L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4L1L4c>1$4

#

岁$

!!U0

异 常 组 男
/&

例'女
#<

例'平 均 年 龄

"

4+1<4c=1$&

#岁&入选标准!在高海拔地区居住
&

年以上'符合
#$&$

年我国高血压防治指南关于高血

压的诊断标准'即无口服影响血压的药物且不同时间

"

%

#L-

#共
/

次测量臂部血压
U%6

&

&L$77 ,

[

和

"或#

(%6

&

>$77 ,

[

'或正在使用降压药物治疗的

高血压患者)

<

*

&排除标准!继发性高血压'伴有冠心

病(血管炎(大动脉炎(糖尿病病史
4

年以上(未停用
!

受体阻滞剂(慢性心力衰竭
'"(

期(严重心律失常(

主动脉夹层$心肌心包疾病(心脏瓣膜病'肝肾功能不

全'电解质紊乱(甲状腺功能亢进(贫血(恶性肿瘤及

感染性疾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近
/

个月内口服精

神类药物&

!!U0

正常组与
!!U0

异常组性别(民族

构成(吸烟史及
%S0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1$4

#'见表
&

&

G1!

!

方法

G1!1G

!

记录患者一般资料
!

记录患者的性别(年龄(

民族(身高(体质量(吸烟史(病程'计算出
%S0

值&

采清晨空腹静脉血检测血脂(肾功能及血糖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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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患者进行
#L-

动态心电图及
#L-

动态血

压监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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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心电图采用美国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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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GEFN@

#动态心电分析系统'

#L-

动态血压采用日

本生产的"

RS3#L/$

#全自动血压监护仪&由同一检

查者进行这两项检查&在监测期间'所有患者的活动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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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间性别"民族构成等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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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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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史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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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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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常活动量相当&采集时间为晨起
+

!

$$

至次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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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L-

动态心电图进行时域及频域(心率分析&

时域分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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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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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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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4$9

$频

域分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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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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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动态血压监测的指

标!

#L-

内测得的
U%6

及
(%6

数值'夜间血压下降率&

夜间血压下降率
e

"白天平均血压
b

夜间平均血压#%

白天平均血压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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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动脉硬化程度
!

以
#L-

动态血压监测中

记录的
(%6

为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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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

分析得出回归斜率
N

'

!!U0e&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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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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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提示动脉硬化程度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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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应用
U6UU##1$

对所有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

# 检

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8c:

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以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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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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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组间

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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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影响因素统计应用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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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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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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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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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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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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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常组明显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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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各项指标两组患

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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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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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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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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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指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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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的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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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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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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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作为自变量'先进

行单因素分析得到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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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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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这两个因素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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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FG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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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U0

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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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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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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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的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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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压水平与居住地海拔(居住时间的相关性分

析
!

患者血压水平与居住地海拔及高原地区居住时

间均呈正相关"

!

"

$1$4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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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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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水平与海拔及居住时间相关性分析

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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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高海拔地区'受寒冷(低氧等地域因素影响'人体

会产生一些适应性变化'包括红细胞增多'心率加快'

血压增高等)

&&

*

&高海拔地区
6,

多见于高原移居人

群'主要影响因素为居住时间和居住地海拔高度'高

钰琪)

&L

*认为
U%6

&

&+$77 ,

[

和"或#

(%6

&

>477

,

[

即可诊断高原高血压'一般在海拔超过
/$$$7

时'血压会有变化&目前认为高原高血压是机体对缺

氧产生的应激反应'缺氧导致反射性心搏增快(肺循

环压力增高致肾缺血'从而激活肾素
3

血管紧张素
3

醛

固酮系统"

.!!U

#(代偿性红细胞增多使外周阻力增

加'以上因素均可导致血压升高)

&L3&+

*

&

!!U0

可以反映动脉系统的弹性功能'

!!U0

水

平越高动脉硬化的程度越严重)

&#3&/

*

&有研究证实'

!!U0

与高血压相关并发症如脑血管意外(左心室肥

厚或扩大(慢性肾病等密切相关)

#

'

L

*

&因此'

!!U0

越

高'靶器官损害的风险就越高)

&<

*

&

6,

的发生与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特别是交感神

经系统活性亢进有关&有研究证实'

6,

患者存在交

感神经兴奋性增高和迷走神经兴奋性降低的情况'并

易合并心脑血管(肾脏等重要脏器的损伤)

=3&$

*

&自主

神经功能状态直接影响着
%65

'

%65

增大提示自主

神经功能失衡(交感神经兴奋性占优势'这种情况会

导致及加重高血压患者的靶器官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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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间

接反映自主神经平衡状态及交感神经兴奋性)

&$

*

&

%65

通过影响血管平滑肌细胞'进而影响
,.5

'加速

靶器官损害进程&

,.5

可以定量评估自主神经兴奋性及其平衡状

态'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

&=3#$

*

&自主神

经的平衡状态与心脏平滑肌细胞的电稳定性密切相

关'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很容易引起心脏恶性事件

的发生)

#&3#/

*

&本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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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组中
U(!TT

水平较
!!U0

正常组明显降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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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

异常组中
8*

(

8*

%

,*

水平较
!!3

U0

正常组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1$&

(

$1$/

#&说明
6,

患者发生动脉硬化与自主神经功能

有一定相关性&提示维持自主神经功能平衡'在保护

靶器官(防止恶性心律失常事件的发生中起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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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在二元
8K

[

F:BFG

回归分析中'

8*

%

,*

是
!!U0

的

独立危险因素"

9e$1#L

'

$Q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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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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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说明

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是
6,

患者发生动脉硬化的独立

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高海拔地区
6,

患者'血压水平与居

住地居住时间和海拔高度呈正相关"

!

"

$1$4

#&自主

神经功能紊乱在
6,

的发生(发展中起着一定的作

用&通过该研究'为进一步评估高海拔地区高血压患

者的病情及进展提供了临床依据'使临床工作者能够

在患者疾病早期采取相应措施'预防和控制动脉硬

化(延缓靶器官损害'从而提高该疾病的控制率(减少

病死率'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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