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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血压变异性是指一定时间内血压的波动程度!受神经和体液的双重调节作用影响!对疾病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中医

学认为!血压是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外在体现!随人体阴阳平衡及气血津液调节的影响而发生改变# 异常血压变异性多由阴

阳失调"气血逆乱等引起# 血压变化与中医证候分布联系密切!血压的异常变化不仅能够提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

能体现脏腑功能盛衰及阴阳气血的动态变化规律!指导临床辨证#

关键词"血压变异性'中医证候'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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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作为一种生理参数%具有连续动态波动的

特点) 一定时间内血压波动的大小及模式由血压变

异性!+<''R T,*EE-,*P.,D.+D<DO/%_U;"表示%血压变异

性代表了心血管系统功能的一种动态及特征性的生

理特征,$ G!-

) 目前%对于血压的研究多集中于心脑

血管疾病%但血压变化与多种疾病的发生皆相关)

中医认为%血压是人体脏腑经络气血运行的外在体

现%.黄帝内经/曰&*有诸内者%必形诸外+%人体脏

腑生化制克%处于动态平衡%则表现于外的血压也处

于平衡状态,9-

) 若内在脏腑平衡状态失调%则血压

亦会随之出现异常变化) 因此%探究血压变化与中

医变化规律间的关联性%能够展现人体脏腑功能盛

衰的动态变化规律%促进脏腑辨证量化评价的发展

以及中医疾病诊断新途径的建立)

CD血压变异性的现代医学认识

血压变异性按时间长短可分为即时 _U;(短时

_U;及长时 _U;9 种类型) 依据发生原因可分为

生理性_U;和病理性_U;%其中生理性血压波动被

称为杓型血压%血压在早晚各出现一个高峰%夜间血

压较日间血压降低%呈现出双峰一谷的变化) 病理

性血压波动则呈现出非杓型血压(反杓型血压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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杓型血压等形态变化,#-

) _U;的影响因素包括环

境(年龄(体位(性别(遗传(吸烟(高血压(糖尿病(情

绪及生活状态等,A-

) 研究表明%吸烟能够引起患者

的短时_U;%尤其是夜间收缩压增高,@ G?-

) ! 型糖

尿病的胰岛素抵抗则会引起患者的自主神经功能紊

乱%导致心血管的结构功能出现异常改变%血压变异

性增高)

CGCD血压变异性的生理学机制%_U;主要受神经

及体液的双重调节作用%其中自主神经系统是血压

昼夜节律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G$"-

%自主神经系统

张力具有相应的昼夜节律变化规律%病理状态下交

感神经张力出现异常升高%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则会

导致血压的节律变化发生异常改变) 下丘脑视交叉

上核是维持人体昼夜节律的重要中枢%其能够将接

受的光刺激传递给松果体%促进松果体合成褪黑素%

而褪黑素对血压昼夜节律的形成具有调节作用,$$-

)

其次%血管活性物质如肾素 G血管紧张素 G醛

固酮系统!H066系统"(血管内皮系统(儿茶酚胺等

对血压节律的维持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血管内皮细

胞所产生的内皮素 $!52G$"及一氧化氮!&̀ "分

别具有收缩及扩张血管的作用%二者协调工作%共同

维持血压的正常节律变化,$!-

) H066 系统的昼夜节

律变化对 _U;亦具有调节作用%病理状态下 H066

系统昼夜节律紊乱%则血压昼夜节律变化亦会出现

异常改变,$9 G$#-

) 儿茶酚胺的血浆浓度具有昼高夜

低的特点%其作为维持动脉系统血管张力的重要物

质%对血压的昼夜节律变化亦具有一定的影响)

CGED血压变异性对疾病的预测作用%_U;能够反

映特定时间间隔内血压的波动程度%可作为高血压

靶器官损伤及预后的潜在指标) 有研究发现%患有

高血压相关器官损伤的患者%短期收缩期_U;都会

增加%包括夜间血压下降减少(白天及 !# 小时加权

标准差增加(平均实际变异性增加等,$A-

) 除此外%

_U;能够反映血管的僵硬及老化程度%_U;异常增

高患者的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明显增高%长期 _U;

与全因病死率及心脑血管疾疾病死率亦显著相

关,$@ G$:-

) c.FL等,!"-认为%高 _U;是急性缺血性

脑卒中早期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相较于平均血压

水平%临床更应多加关注 _U;的异常变化) I'-

等,!$-研究发现%收缩压及脉压的变异性是 ! 型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 RD.+*ODS,*ODF'T.ON/%8H"的危险因

素%相较于平均脉压%脉压的变异性对8H具有更好

的预测作用) 临床通过控制血压%减少过度灌注%能

够减轻对内皮细胞(血管及周围组织的损害%从而起

到预防8H的作用) 2.FL等,!!-对血压与免疫球蛋

白0肾病!4L0&"间的关系探究发现%收缩压变异性

与4L0&的肾脏疾病进展亦显著相关)

ED血压变异性的中医学认识

中医学强调*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认为人体

阴阳平衡%气血调和%则能维持正常的血压节律%而

阴阳气血失调%则会出现血压节律异常的表现,!9-

)

人与自然环境相统一%人体阴阳消长随自然界阴阳

变化而变化%.素问'金匮真言论/言&*平旦至日

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11+人体血压随自然界阴

阳消长呈现出昼高夜低的昼夜节律变化) .素问'

脉要精微论/言&*是故冬至四十五%阳气微上%阴气

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人体血

压亦随四季阴阳消长呈现出相应的季节性变化%而

异常的血压变化则是人体阴阳失调的外在表

现,!# G!@-

) 血压变化同样受到气血津液调节的影响%

中医认为%血液是血压形成的物质基础%血压的变化

受到血液充盈与否的影响%气能生血行血%对血液具

有生成及推动作用%.医论三十篇/有言*血不独生%

赖以气生)+气血充足与否对血压变化具有重要的

影响作用,!?-

)

FD血压变异性与中医证候规律

FGCD血压昼夜节律变化与中医证候规律%正常的

血压昼夜节律变化表现为昼高夜低%双峰一谷的特

点%病理状态下血压昼夜节律出现异常改变) 研究

发现%异常血压变化中%阴虚(阳亢(痰湿(火盛(阳虚

等证候要素对血压变异性的影响较大%病位多以肝(

脾(肾等脏腑为主%中医证型以阴阳两虚证(阴虚阳

亢证(肝肾阴虚证(肝经火旺证(痰湿壅盛证等多见)

不同证候要素的血压昼夜节律变化各不相同%

夏亦嗣等,!=-研究发现%偏阳亢及偏阴虚的高血压患

者血压昼夜节律呈现双峰双谷的特点%双峰出现在

辰时(酉时%双谷出现在子时(未时) 其中偏阳亢者

最高峰值出现在辰时%因患者自身阳气亢盛%又逢自

然界阳入于阴之时%两阳相和%阳亢失于制约而出现

血压异常升高) 偏阴虚者在酉时血压最高%这与一

天中的阴阳变化相吻合) 朱爱华等,!:-对痰湿体质

患者的血压变化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体质人群%痰

湿体质患者的血压昼夜节律变化明显减小) 梁君昭

等,9"-发现%阳亢(痰湿(血瘀(气滞等证候要素在异

常血压昼夜节律中较为多见%其中阳亢及痰湿与血

压异常节律变化的联系最为密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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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中医证型的血压昼夜节律变化亦不相同%

鲁成等,9$-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进行 !# 小时动态血

压监测发现%痰湿壅盛证患者的血压昼夜节律异常

率最高%而肝肾阴虚证患者的收缩压_U;最高) 刘

志军等,9!-发现%相较于其他证型%阴虚阳亢证患者

血压的夜间下降率较小%_U;异常变化最大%提示

该证型患者血压调控能力下降%这与阴虚不能制阳%

夜间阳气亢盛有关) 夜间子丑时为肝胆经最旺之

时%此时肝阳愈加亢盛%从而导致夜间血压上升) 朱

成朔等,99-发现%肾精不足证及瘀血阻络证的 !# 小

时收缩压的血压变动幅度较大%与血压异常变化联

系密切) 刘中勇等,9#-依据动态血压监测结果发现%

阴阳两虚证患者血压异常昼夜节律变化的发生率最

高%相较于其他证型%血压变异性最大%考虑是血压

变异性的重要病理机制)

在老年高血压患者及高血压合并疾病中%中医

证型亦随血压变化出现相应的改变) 马丽等,9A-研

究发现%在老年高血压患者中%肾阴虚证患者的血压

昼夜节律减弱或消失的发生率最高%痰瘀互阻证及

阴虚阳亢证次之) 潘立敏,9@-研究发现%阴虚阳亢证

是老年高血压的主要证型%血压变异性最大) 彭桢

明等,9?-发现%在慢性肾脏病合并高血压患者中%脾

肾阳虚证相较于脾肾气虚证%夜间血压下降率更大%

考虑与脾肾阳虚%入夜后阴盛阳衰%阳气更虚有关)

FGED血压季节及年份变化与中医证候规律%血压

的季节性变化与自然界的阴阳消长平衡联系密切%

整体呈现出冬高夏低的季节性特点%中医证型分布

亦具有相应的季节性变化,9=-

) 天津地区的一项调

查发现%冬春季节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波动最为明显%

尤其发生于雨水(立冬(小雪(小寒节气) 丛小飞,9:-

研究发现%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值会随着节气

变化而出现相应改变%其中在小寒节气血压平均值

最高%大暑节气则最低) 高血压患者在不同年份亦

会出现异常的血压波动%郝宇等,#"-研究发现%在辛

天干年份%清明至小满节气时%高血压病住院患者的

人数最高%因春夏之交%风火相煽%肝气上逆%易引起

血压的异常波动) 另外在客气司天六气中%厥阴风

木司天(阳明燥金司天等时%高血压患者住院人数增

多%血压出现异常波动的情况较多)

血压季节性变化呈现出冬高夏低的特点%冬春

季节血压平均值最高%肝与春季相通应%春季肝火旺

盛%肝阳易于上升) 肾与冬季相通应%冬季肾水易于

空虚%水不涵木) 脾旺四时%化生水谷精微充养脏腑

经络%若脾失健运%则痰湿内生) 因此冬春季节血压

的异常变化%病位多集中于肝(脾(肾三脏%证型以肝

火亢盛证(阴虚阳亢证(痰湿壅盛证为主) 马金辉

等,#$-基于真实世界大样本数据统计分析发现%高血

压发病高峰多集中在寒露到小寒(雨水到春分节气%

其中肝阳上亢证在惊蛰(冬至(小满节气发病最高%

痰瘀互结证则在大多数节气中占比最高) 谭洁

等,#!-对湖南地区调查发现%高血压病患者在冬春季

节发病率高%夏季发病率低%常见证型中肝火亢盛证

发病率最高%且与春季呈正相关%考虑与春季肝气当

令%肝火易于亢盛有关) 姚磊等,#9-研究发现%痰湿

壅盛证为春季最常见证型%考虑因春节前后饮食不

节%脾胃受损%痰湿内生所致) 夏季则以阴虚阳亢证

最为多见%这与夏季阳气亢盛%耗伤阴液%以及现代

人熬夜%作息不规律等有关) 血压变化与中医证候

规律的研究现状见表 $)

表 CD血压变化与中医证候规律的研究现状

第一作者 年份 地区 $B例 血压变异性与证候规律

夏亦嗣,!=-

$::= 北京 =# 双峰双谷&偏阳亢者高峰在辰时%偏阴虚者高峰在酉时

朱爱华,!:-

!"$# 北京 $@" 非杓型血压&痰瘀内阻证

梁君昭,9"-

!"$? 西安 #!" 非杓型血压&阳亢(痰湿

鲁成,9$-

!"$? 上海 ##9

血压昼夜节律异常率最高&痰湿壅盛证

血压变异性最高&肝肾阴虚证

刘志军,9!-

!"$= 兰州 A$A 血压变异性最高&阴虚阳亢证

朱成朔,99-

!"$9 兰州 $"9 全天收缩压变异程度最大&肾精不足证(瘀血阻络证

刘中勇,9#-

!"$9 B $:@ 血压变异性最大&阴阳两虚证

马丽,9A-

!"$# 乌鲁木齐 $$! 血压昼夜节律减弱或消失&肾阴虚证

潘立敏,9@-

!"$! 北京 9!" 全天收缩压变异程度最大&阴虚阳亢证

彭桢明,9?-

!"!! 广州 $9" 慢性肾脏病合并高血压夜间血压下降率最大&脾肾阳虚证

马金辉,#$-

!"$# 全国 $"#=A 冬至(小满(惊蛰节气&肝阳上亢证#多数节气&痰瘀互结证

谭洁,#!-

!""= 湖南 @:= 春季&肝火亢盛证

姚磊,#9-

!"$9 上海 $""" 春季&痰湿壅盛证%夏季&阴虚阳亢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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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血压变异性在中医现代化诊疗中的应用

血压与中医脉诊具有相同的物质基础%血压测

量选择的肱动脉位于肘横纹上%即手太阴肺经循行

经过的部位%与独取寸口脉法在理论上具有相同的

基础) 研究表明%血压与中医脉诊间具有相同的物

质基础%脉诊同样通过感受脉搏跳动次数(态势及规

律来诊断疾病) 血压变化能够反映疾病的病位及病

性特点%通过探究 _U;与中医证候规律间的关联%

可为中医诊断与疗效评价提供新的思维与角度)

吴秉峻教授首次将双臂血压值与中医脏腑辨证

相结合%通过血压值变化来指导中医脏腑辨证%其团

队通过对近万名疑难杂症患者的诊治%以及数百万

次的血压测试%找到了人体脏腑对应在四组血压数

值和一组心率数值的定位%通过数字的动态变化反

映脏腑的功能状态,##-

) 吴教授认为%人体脏腑功能

失调会导致血压不平衡的产生%通过研究发现%血压

与脏腑组织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例如左手收缩压

对应胸膈以上(膻中(肺(咽喉(头面五官(颈肩部等%

左手多次连续测量的收缩压相差过大表示上述部分

存在循环障碍%气血运行不畅%或经络不通而出现疼

痛(麻痹或增生) 通过血压的变化%结合中医四诊%

初步形成了诊断与疗效评价方法) 有学者对失眠症

人群双臂血压数据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发现%相比

正常人群%失眠患者在基线及末次访视时双臂收缩

压(舒张压及脉压差均较低%但随着中药治疗时间的

延长%重度失眠组患者的双臂收缩压呈现上升趋势%

中度失眠组患者的右臂舒张压较前略有下降,#A G#@-

)

双臂血压相关指标变化可对临床疗效评价的发展提

供借鉴) 双臂血压与中医脏腑的对应关系见表 !)

表 ED双臂血压与中医脏腑对应关系

测量位置 测量指标 中医脏腑 三焦

左臂!I" 收缩压!I6_U" 肺 上焦

舒张压!I8_U" 脾!胃" 中焦

心率!I3H" 心 三焦循环

右臂!H" 收缩压!H6_U" 肾 下焦

舒张压!H8_U" 肝!胆" 中焦

心率!H3H" 心 三焦循环

JD结语

血压变异性能够反映一定时间内血压波动的大

小及模式%_U;的异常变化对疾病具有预测作用)

中医学认为%血压是脏腑经络气血的外在体现%受人

体阴阳平衡及气血津液调节而发生改变%血压变化

与中医证候分布具有密切联系%通过对相关文献研

究分析发现%血压昼夜节律出现异常改变时%证型多

以阴阳两虚证(阴虚阳亢证(肝肾阴虚证(肝经火旺

证(痰湿壅盛证等多见) 在季节变化中%血压异常升

高多出现在冬春季节%证型以肝火亢盛证(阴虚阳亢

证(痰湿壅盛证为主) 异常的血压变化能够反映脏

腑阴阳气血的盛衰变化%对中医临床辨证论治具有

一定指导意义)

此外%血压变化在中医现代化诊疗中得到了进

一步的发展应用%吴秉峻教授等利用双臂血压测量

这一方法%将血压与脉诊定位相结合%形成了以血压

数据为基础的脏腑定位方法%将抽象的脉诊与脏腑

联系转变成具体的数字表达%有利于促进中医脉诊

数字化(标准化的发展) 同时通过测量双臂血压与

心率的平衡关系指导中医脏腑辨证%可为疑难杂病

及亚健康状态提供诊疗参考%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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