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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压治疗保护血管功能中国专家共识

中国老年学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降压治疗保护血管功能共识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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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影像与计算技术的进步"直接%无创%重复测

量动脉血管的结构与功能已成为可能$动脉血管的结

构检测除了测量斑块的数量与大小之外"还包括测量

动脉血管的内径大小%整个或部分血管壁的厚度"比如

主动脉内径%表浅动脉内膜中层厚度以及小动脉腔壁

比值等$这些大%小动脉的结构检测指标可用于评估

心血管风险"也可预测心脑血管并发症"但在评估治疗

效果时"往往不敏感或需长期观察$动脉血管的功能

既可直接检测"比如"测量大动脉弹性功能的脉搏波传

导速度(

I

,(B/U&A/A/(*2'?

+

"

;_K

)%波反射的反射波

增强指数(

&,

.

%/-?&?'*-'-0/̂

"

DP

)以及内皮功能的

血流介导的血管扩张(

O(*U%/0'&?/00'(&?'*-

"

WJH

)"

也可通过测定生物样本中的一些标记物间接反映血管

功能"比如"尿液中白蛋白的排泄量%血液中与一氧化

氮合成有关的若干化合物$直接检测通常需要专门仪

器"但结果更可靠&而后者影响因素较多"因敏感性与

特异性较差"诊断准确性较差$动脉血管的功能检测

指标虽然不像结构检测指标稳定"但也可用于评估心

血管风险%预测心脑血管并发症+

4$5

,

"而且在评估治疗

效果时"更有可能在个体水平上"在有限时间里"观察

到治疗所带来的变化"因而可能更适用于观察各种危

险因素干预治疗的效果"具有更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降压治疗是最有效的心血管药物治疗方法$降低

血压"可保护血管与心%脑%肾靶器官"预防脑卒中%心

力衰竭%心肌梗死%肾功能不全等心脑血管并发症$由

于心脑血管并发症发生的具体时间目前并不能准确预

测"长期以来"主要通过观察血压变化来评估降压治疗

的效果$尽管血压可准确预测心脑血管并发症"但只

观察血压无法准确评估治疗过程中心血管病变进展情

况$血管病变是靶器官损害及其终末期并发症的共同

病理学基础$因此"近年来"在观察血压等危险因素变

化的同时"也开始直接观察血管结构与功能变化"以评

估降压治疗效果$直接测量动脉血管的结构与功能可

能还有助于选择不同作用机制的降压药物"更大程度

地发挥降压治疗的心血管保护作用$在以临床结局为

目标%对比不同作用机制降压药物的大规模临床试验

中"尽管预防心脑血管并发症作用的差别并不十分显

著"但这些研究同时显示"在特定患者中"特定药物"对

特定的器官病变"仍可能有很大差别$如何将合适的

药物"以合适的剂量"在正确的时间"提供给最需要的

患者"都需要而且可以通过直接测量血管结构与功能

而实现$因此"过去十多年中"研究开发出许多种无创

动脉血管检测仪器"进行了大量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探讨不同作用机制的降压药物对血管的影响$这些研

究的结果已经对临床诊治产生影响$因此"亟需对这

一领域的临床试验证据进行分析评估"探讨其机制与

临床意义"并提出现阶段的临床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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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压治疗保护血管功能的临床试验证据

共识的临床试验证据"选择采用目前最常用的
5

种血管功能直接测量方法进行的随机对照的降压治疗

临床试验"即
;_K

+颈股动脉脉搏波传导速度(

2&@*?'0

O/%*@&(

I

,(B/U&A/A/(*2'?

+

"

2O;_K

)或肱踝动脉脉搏

波传 导 速 度 (

C@&2)'&(&-:(/

I

,(B/ U&A/A/(*2'?

+

"

C&;_K

),%

DP

(主动脉)或脉搏压扩大(

I

,(B/

I

@/BB,@/

&%

I

('O'2&?'*-

"主动脉到肱动脉)以及
WJH

(肱动脉)$

主要包括那些安慰剂对照或不同作用机制降压药物相

互对比的临床试验"也包括那些组分相同的联合或复

方制剂之间的对比试验"但不包括起始联合治疗与单

药治疗对比或组分完全不同的起始联合或复方制剂之

间的对比试验&排除那些相同作用机制的不同制剂之

间的对比试验$

在指南推荐的
"

大类降压药物中"血管紧张素转

换酶抑制剂(

&-

.

'*?/-B'-2*-A/@?'-

.

/-[

+

%/'-)'C'$

?*@B

"

DE#P

)是研究血管功能较多的一类药物$根据

M)&)'-

等+

6$"

,进行的荟萃分析"在以
;_K

为血管功能

指标的研究中"有
"

项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

"9

36<7

)&有
7

项与其他种类降压药物对比的临床试验

+

"935R=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

.

'*?/-B'-@/2/

I

$

?*@C(*2:/@B

"

DGX

)

6

项"钙拮抗剂与利尿剂各
5

项"

"

受体阻滞剂
3

项"

DE#P

与
DGX

联合
4

项$因为
4

项

试验可以包含
3

个以上治疗药物组"因此各项药物相

加大于试验总数,"与安慰剂相比"

DE#P

平均降低

2O;_K4S<7%

'

B

(

7"Q 8H4S55

#

3S!"

)&

DE#P

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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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药物相比"

2O;_K

差异较小"仅为
!S47%

'

B

(

7"Q8H

e!S34

#

!S"7

)

+

6

,

$在
DP

研究中"有
R

项安慰剂对照

临床试验(

"93<4=

)&有
R

项与其他种类降压药物对比

的临床试验(

"93535

"

DGX4

项"钙拮抗剂
5

项"

"

受

体阻滞剂
R

项"利尿剂
6

项"

DE#P

与
DGX

联合
4

项)"

与安慰剂相比"

DE#P

平均降低
DP5SR7Q

(

7"Q 8H

4S<5

#

"S7<

)&与这些药物相比"

DE#P

平均降低
DP

4S=6Q

(

7"Q8H!S<=

#

5S!!

)"尽管
DE#P

与其他
6

类

药物相比均有明显优势"但仅在与
"

受体阻滞剂对比

时差别有统计学意义"为
4S<!Q

(

7"Q 8H!S5<

#

3S=6

)

+

6

,

$在
WJH

研究中"有
4!

项安慰剂或无治疗对

照临床试验(

"934437

)&有
44

项与其他种类降压药物

对比临床试验(

"93=!"

"

DGXR

项"钙拮抗剂与
"

受体

阻滞剂各
6

项)"与安慰剂相比"

DE#P

平均增加
WJH

4S3<Q

(

7"Q8H!S6<

#

3S!R

)&与这些药物相比"

DE#P

平均增加
WJH!S=7Q

(

7"Q8H!S33

#

4S"<

)$

DE#P

与
DGX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S34

"

7"Q 8H

e!S36

#

!S<<

)"但与钙拮抗剂及
"

受体阻滞剂对比差

别均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3S4"Q

(

7"Q 8H!S""

#

5SR"

)与
!S"7Q

(

7"Q 8H!S!"

#

4S45

)

+

"

,

$与钙拮抗

剂对比的
6

项试验的结果存在显著异质性(

!

#

!S!4

)"

DE#P

与尼群地平或硝苯地平相比+

<$=

,

"差异显著"但在

与氨氯地平相比的
3

个试验中"培哚普利增加
WJH

差

异显著+

=

,

"而雷咪普利对
WJH

的增加则不显著+

7

,

$在

一项
DE#P

与利尿剂对比试验中"两类药物对
4

型糖

尿病患者
WJH

的作用未观察到显著差别+

4!

,

$

"

受体阻滞剂也是血管研究较多的一类药物"但通

常都是作为试验的对照药物$从以上荟萃分析可看

出"与
DE#P

相比"

"

受体阻滞剂对
2O;_K

的作用并无

明显劣势+

6

,

"但对
DP

+

6

,与
WJH

的作用则有较明显劣

势+

"

,

$在一项有关
"

受体阻滞剂对
DP

作用的荟萃分

析中"有
7

项与其他种类降压药物对比的试验(

"9

3R"6

"

DE#P<

项"

DGX

%钙拮抗剂%利尿剂各
5

项"

"

受

体阻滞剂
4

项)"

"

受体阻滞剂治疗组
DP

平均高出

=S<Q

(

7"Q8H<SR

#

4!S6

)"与所有其他
6

大类降压药

物相比"

"

受体阻滞剂对
DP

的作用均有明显劣势"与

DE#P

相 比 差 别 最 大"为
4!S7Q

(

7"Q 8HRS<

#

46S3

)

+

44

,

$在另一项荟萃分析中"

"

受体阻滞剂即便与

安慰剂相比(

5

项研究)或与
DGX

联合(

4

项研究与

DGX

'钙拮抗剂联合相比)"仍有显著劣势"分别为

<S=RQ

(

7"Q 8H3S63

#

44S46

)和
5S36Q

(

7"Q 8H

4SR3

#

6SRR

)

+

43

,

$

利尿剂的研究较少$但从
DE#P

荟萃分析中可看

出"利尿剂降低
2O;_K

或
DP

的作用与
DE#P

相比未

观察到显著差别+

6

,

"但其降低
DP

的作用则优于
"

受体

阻滞剂+

44

,

$在一项荟萃分析中"有
3

项安慰剂对照试

验"与安慰剂相比"利尿剂平均仅降低
DP5S6RQ

(

7"Q8H

e3S4"

#

7S4!

)

+

43

,

$但在与
DGX

联合应用的
4

项试

验中"其降低
DP

的作用则显著低于
DGX

'钙拮抗剂联

合"与对照组相比差别为
6S=6Q

(

7"Q8H5S!!

#

<S<7

)

+

43

,

$

钙拮抗剂的血管功能研究也较少$以上荟萃分析

显示"与
DE#P

相比"钙拮抗剂对
2O;_K

%

DP

的作用无

显著差异+

6

,

"但对
WJH

的作用则有显著劣势+

"

,

&与
"

受体阻滞剂相比"钙拮抗剂降低
DP

的作用有显著优

势+

44

,

$不同钙拮抗剂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异质性$在日

本进行的
6

项随机对照试验对比了钙拮抗剂(氨氯地

平
3

项+

45$46

,

%硝苯地平控释片或缓释片
5

项+

46$4<

,

%西尼

地平
4

项)与其他种类降压药物(

DE#P4

项+

4"

,

"

DGX6

项+

45$4<

,

)对
;_K

的作用$结果显示"与坎地沙坦相

比"氨氯地平降低
C&;_K

的作用较弱+

46

,

"但与缬沙坦

相比"降低
C&;_K

作用的差别则无统计学意义+

45

,

$

与
DGX

或
DE#P

相比"硝苯地平控释片或缓释片或西

尼地平对
C&;_K

的作用较弱+

46$4<

,

$

DGX

的血管功能研究较多$从以上荟萃分析可

看出"与
DE#P

相比"

DGX

对
2O;_K

%

DP

%

WJH

的作用

相似"治疗前后的变化略弱+

6$"

,

&与
"

受体阻滞剂相比"

DGX

降低
DP

的作用有显著优势+

44

,

&与钙拮抗剂相比"

DGX

降低
;_K

的作用也有显著优势+

6

,

$

综合分析上述临床试验证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大类降压药物均可通过降低血压"降低
;_K

"改善

大动脉的弹性功能"药物之间对比差别不大&肾素血管

紧张素系统阻断剂对血管功能的保护作用较强"进一

步比较这一系统的两大类药物"

DE#P

作用略强&

"

受

体阻滞剂对血管功能的影响较弱"是五大类降压药物

中唯一升高
DP

的降压药物&钙拮抗剂与利尿剂对血管

功能的作用居中$但同时也可看出"每类药物中的不

同药物之间都可能存在较大异质性"除了和这些药物

的降压作用有关之外"药物的某些化学或生物学特性

可能具有重要作用"比如脂溶性药物可能更易到达血

管壁"从而对血管产生更大作用$

"

!

降压治疗保护血管功能的机制

降低血压是各种类型降压药物改善动脉血管弹性

功能的共同作用机制$与安慰剂相比"降压药物均可

有效降低
;_K

"而药物之间的差别较小$这一结果既

反映了降压治疗对改善血管弹性功能的重要性"只要

降低血压"即可改善血管功能&同时也反映了
;_K

对

血压的高度依赖性"短期降压治疗主要通过降低血压"

降低了血管壁的张力"包括环形张力与纵向张力"并未

改变血管壁的结构$如果进一步延长治疗时间"延长

到数年"则有可能通过改善血管壁的结构"如预防和逆

转血管内膜中层增厚+

4R

,

"发挥血管保护作用$因此"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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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较长观察时间的降压治疗临床试验"对比不同作用

机制的降压药物"结果可能不同"可能看到药物之间的

差别$

使用
DE#P

或
DGX

"阻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扩

张血管"特别是微循环系统的小动脉与小静脉"保护血

管功能"可能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阻断剂更有效保

护血管功能的重要机制$

DE#P

与
DGX

与其他各种降

压药物相比"不论反映波反射的
DP

"还是反映内皮功

能的
WJH

"都具有较明显优势$这些优势可能和阻断

血管紧张素
+

对血管的各种不良作用有关$但
DE#P

与
DGX

相比具有一些优势则提示"不同层面阻断肾素

血管紧张素系统"对血管功能的影响不同$

DE#P

除了

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

.

'*?/-B'-2*-A/@?'-

.

/-$

[

+

%/

"

DE#

)"升高缓激肽水平并发挥其内皮依赖的扩

血管作用外"近年来新发现的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

其他组分也可能具有重要作用"如
DE#P

抑制
DE#

时

可升高
DE#3

水平"

DE#3

将血管紧张素
4

转化为血

管紧张素
4

#

7

"并进一步在内肽酶的作用下转化为血

管紧张素
4

#

R

+

4=

,

"后者通过
J&B

受体发挥保护内皮功

能等多种血管保护作用+

47

,

$另外"血管壁上存在组织

的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培哚普利%雷米普利等高脂溶

性
DE#P

的血管保护作用也因此可能更强$需要进行

更多脂溶性与水溶性药物的对比研究$

"

受体阻滞剂减慢心率是其升高
DP

的主要原因$

但其收缩外周小血管的作用则不仅影响其对
DP

的作

用"还可影响其对
WJH

的作用$具有
)

受体阻断作用

的药物或具有扩张周围血管作用的
"

受体阻滞剂"是

否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升高
DP

及对
WJH

的作用"

需要进行更多直接对比试验$

药物的脂溶性不仅对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阻断剂

有意义"对其他种类的降压药物(如钙拮抗剂)可能同

样重要$钙拮抗剂作用于细胞膜上钙通道"脂溶性药

物可能更有利于这类药物发挥作用"从而发挥其保护

血管的作用$内皮细胞膜上并无
V

型钙离子通道"只有

脂溶性的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才有可能通过非钙通道

机制作用于内皮细胞$这些同样需要更多研究+

4<

,

$

#

!

降压治疗保护血管功能的临床意义

认识到降压治疗保护血管功能的作用以及降压药

物之间的差别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首先"当高血压患者接受血管功能检查并发现明

显异常时"不论是
;_K

%

DP

升高"还是
WJH

下降"都

宜选择血管保护作用更强的降压药物"尽可能将血压

降低到目标水平"同时密切观察血管指标变化$

第二"降压治疗保护血管功能对心血管疾病高风

险患者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DE#P

有效治疗心力衰竭%

冠状动脉性心脏病等重要心血管疾病%改善预后的作

用和其血管保护作用有直接关系$因此"虽然未进行

上述血管功能检查"仍可根据患者的心血管风险水平

选择适宜的治疗药物$使用具有血管保护功能的药

物"高心血管风险患者可实现更多获益$

第三"尽管我们仍以治疗高血压等心血管危险因

素为主要手段预防心脑血管并发症"但我们已经具备

观察血管%治疗血管的条件$对于尚无高血压者"如果

有明显的不良生活方式"如吸烟%酗酒%钠盐摄入过多%

缺少运动和精神心理压力较大"均可通过检测血管功

能指标"发现高心血管风险者并给予具有血管保护作

用的降压药物"降低这些患者发生心脑血管并发症的

风险$

当然"目前所完成的临床试验大都样本量较小"随

访时间较短"通常并未根据血管检测指标选择研究对

象$至今为止"尚无直接证据显示改善这些血管功能

检测指标能够有效预防心脑血管并发症发生$因此"

需要选择血管检测指标异常的患者进行较大规模的临

床试验"观察改善血管功能是否可有效预防心脑血管

并发症发生$

$

!

降压治疗保护血管功能的临床建议

首先"高血压患者或血压正常的心血管病高风险

者"均应定期评价血管功能$当血管功能异常时"宜选

择血管保护作用较强的降压药物"如
DE#P

等"控制患

者血压"改善血管功能"降低心血管风险$

第二"如果尚未行血管功能检查"或并无条件进行

血管功能检查"则应根据患者的并发症%合并症%危险

因素等对患者的心血管风险进行评估$高心血管风险

患者宜选择血管作用较强的降压药物"如
DE#P

"控制

血压%降低心血管风险$

第三"

"

受体阻滞剂是重要的心血管治疗药物"但

因其升高
DP

"也不能改善
WJH

"因此"通常应在同时

有高血压之外适应证的情况使用"或与其他降压药物

联合治疗"或将外周收缩压降得更低一些以达到其他

降压药物相似的降低中心动脉收缩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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