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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2023年全
国健康素养监测结果。结果显示，2023
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29.70%，
比2022年提高1.92个百分点，继续呈现
稳步提升态势。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健
康素养水平均有提升，城乡差距进一步
缩小。2023年全国城市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为33.25%，农村居民为26.23%，较
2022 年分别增长 1.31 和 2.45 个百分
点。当前，加快构建开放、安全、合作的
数字健康共同体，提升城乡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正当其时。

以数字健康宣传推进健康素养人人
有。世卫组织研究表明，影响个人健康
和寿命有四大因素：生物学因素占15%、
环境因素占17%、卫生服务因素占8%、
生活方式占60%。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对家庭和社会都负有健
康责任。普及健康知识，是提高全民健
康水平最根本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
一。面对不断迭代升级的网络信息技术
的冲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探索
谋划具有可操作性的数字化健康宣传平

台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应设法打通现
有宣传方式的壁垒，充分利用短视频平
台构建健康宣传账号，通过角色扮演、故
事构设、情景展现等方式，丰富宣传形
式，打造宣传矩阵，提升关注度。在宣传
过程中，应基于大数据对宣传对象进行
有效区分，可定期为老年人开展慢性病
随访，面向育龄青年开展优生优育主题
讲座，通过举办中医推拿义诊、中医体质
辨识与健康指导、中医推拿艾灸等，回应
群众对中医养生的需求。为了让参与者
更深入地了解和掌握健康科普知识，健
康科普宣传者应改变传统的讲座式科普
方式，将趣味与科学融合，把“我想说的”
变成“你想听的”。

用数字健康传播落实健康知识人人
懂。2023年全国健康素养监测结果显
示，城乡居民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水平
为42.00%，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
平为 32.21%，基本技能素养水平为
26.76%，较2022年分别提升0.74、1.58、
0.76 个百分点，各项数据发展态势良
好。然而，在数字媒体时代，健康科普信

息鱼龙混杂。一些夺人眼球以博取流量
的标题，如“吃维生素C能防感冒”“空腹
不能吃水果”等，给公众带来不小困扰。
相比之下，更多科学化、大众化的科普宣
传口号，如“‘目’浴阳光”“少盐少糖多蔬
菜，适度锻炼心肌健”等，应得到更加广
泛的推送。就目前来看，健康科普短视
频传播效果仍有待提升，真正做到“网
红”账号的机构仍然很少，内容生产缺乏
用户的情绪调动，许多健康知识的传播
如同“讲课”“背书”。为此，应继续转换
传统编辑观念，以更好适应互联网及短
视频媒体的健康传播逻辑。

让数字健康智能实现健康生活人
人享。随着数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
国现已将“互联网+”、健康医疗大数据、
电子医疗健康档案等新兴技术广泛应
用于健康医疗行业中，基本建成了健康
医疗信息化建设与医疗健康大数据平
台。数字健康产业需要实现不同数据
源之间的互操作性和集成。例如，在电
子病历系统中，通过采用标准化的数据
格式和接口，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可以共

享患者的健康数据，从而实现更全面的
医疗服务和协同工作，提高城乡居民看
病就医便捷度。同时，一些兼具高信息
安全认知价值与高问诊价值的数字健
康平台，可有效激发用户的健康持续参
与行为。结合农村实际，还可运用高科
技手段进行全覆盖的村民健康风险筛
查并深度追踪干预，通过构建“评估+干
预+大数据+云平台+App”五位一体的
健康科技，全面筛查个人健康状况、精
准预测健康风险，并给予针对性的干预
与康复服务。长远来看，通过智能穿戴
设备、移动应用程序等工具，居民能够
及时监测自身健康状况，了解潜在的健
康风险并合理采取预防措施，也能以家
庭为单位，借助大数据、健康云平台，精
准获取专业健康分析报告、改善方案、
饮食管理和运动指导。

以数字健康为依托推动健康领域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地
区、人群间基本健康服务与健康水平差
异，有助于加快实现健康全覆盖、资源共
运用、社会更公平的美好愿景。

超声波或可治疗
一种罕见肺病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14日报道，美国科学家在大鼠
身上进行的研究显示，超声波可能成为治疗一种罕见肺部疾病
的新方法。该疾病会导致肺部和心脏动脉血压升高，从而增加
心力衰竭的风险。同时，研究还表明，超声波疗法或许也能治疗
高血压。相关研究成果已在新一期《循环研究》杂志上发表。

肺动脉高压（PAH）是由炎症等因素引起的肺部和心脏动
脉血压升高的一种疾病。此前研究显示，超声波刺激脾脏神经
可以抑制炎症。

在最新研究中，美国纽约范斯坦医学研究所的斯塔夫罗斯·
扎纳斯及其团队，通过超声波疗法刺激了9只患有PAH大鼠的
脾脏神经。经过两周治疗后，这些大鼠的动脉血压平均比对照
组的7只啮齿类动物低30%。

此外，接受超声波治疗的大鼠炎症明显减少，心脏健康状况
得到改善，动脉壁也变得更薄。这种疗效在治疗结束后至少持
续了两周。

纽约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迪帕克·巴特指出，这项研究揭示
了超声波刺激在治疗PAH方面的潜力，未来的人体试验有望产
生类似的结果。

扎纳斯指出，超声波疗法或许能为那些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或产生副作用的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并有望治疗其他与炎
症相关的高血压症。

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获悉，该校附属第一医
院（安徽省立医院）内分泌科
教授叶山东、主任郑茂团队联
合安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教授方皓舒团队，首次提出

“氧化应激躲避”概念，揭示了
机体调控氧化应激压力的全
新机制，为理解细胞如何应对
氧化应激提供了新思路，并为
代谢性疾病预防和治疗提供
新方向。研究成果日前发表
于《自然·通讯》。

年龄增长和体重增加都会
给身体细胞带来压力，主要表
现为活性氧自由基（ROS）过度
生成。在氧化应激条件下，过
量的ROS会破坏细胞蛋白、脂
质和DNA，对细胞造成致命损
伤，进而导致与肥胖和衰老相

关的代谢疾病出现，比如糖尿
病和脂肪肝。代谢相关性脂肪
肝病是一种以肝细胞内甘油三
酯积累为主要特征的病变，主
要表现为脂滴积累。正常情况
下，脂滴主要发挥调节能量代
谢的作用。在氧化应激条件
下，脂滴作为细胞“氧化应激躲
避”的关键细胞器之一，会积累
大量易受ROS攻击的不饱和
甘油三酯以防止进一步过氧
化，从而维持脂质稳态。然而，
氧化应激条件下发生“氧化应
激躲避”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

研究人员发现，当细胞处
于氧化应激状态时，脂多糖结
合蛋白（LBP）会聚集在脂滴
中，且表达水平会增加。同时，
还原剂N-乙酰-L-半胱氨酸
处理可以清除细胞内的活性氧

并增加磷脂合成。磷脂可以与
甘油三酯竞争性结合LBP，促
进LBP转运出脂滴并促进脂
解。但是，在氧化应激未消除
的环境下，使用磷脂治疗脂肪
肝可能造成更严重的肝细胞损
伤。过氧化还原酶4作为细胞
氧化还原信号的感应器，能通
过与LBP互作来调控LBP/甘
油三酯的脂滴穿梭过程，维持
细胞氧化还原稳态。此外，长
期的压力刺激应激会上调LBP
表达，进而导致胰岛素抵抗和
肥胖。研究人员介绍，LBP作
为一种抗氧化剂和“氧化应激
躲避”的核心分子，是连接压力
—氧化应激—代谢紊乱—肥胖
的重要枢纽。因此，抗氧化疗
法是一种治疗由LBP引起肥胖
的潜在方法。

抗氧化疗法有望治疗
脂多糖结合蛋白引起的肥胖

今年5月17日是第20个“世界高血
压日”。高血压病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
的危险因素，是一种世界性的常见病和
多发病。

“早诊早干预是控制高血压的有效
手段。”近日，湖南省岳阳市人民医院门
诊部主任胡春莲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如
果在1级高血压时，能通过药物和改善
生活习惯进行早干预，控制住血压走势
的话，大部分患者生活将不会受到很大
影响。

《中国高血压流行和防治现状》报告
显示，很多高血压是由正常高值血压逐
渐演变而来。如果对于正常高值血压不
积极干预，多数人就会逐渐形成高血
压。那么，如何发现高血压高风险人
群？当前高血压治疗药物和干预手段有
哪些？我国在高血压预防、诊疗、管理方
面有哪些新进展？

患者呈现年轻化趋势

“高血压是指非同日三次测量血压，
收缩压都超过140毫米汞柱，或者舒张
压都超过90毫米汞柱。”胡春莲介绍，高
血压按病因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
高血压。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高血压一般
是原发性高血压，由一些疾病引起的血
压升高属于继发性高血压。使用三种以
上降压药（包括利尿剂）仍不能控制的高
血压，则被称为难治性高血压。

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个部门制定
的《健康中国行动——心脑血管疾病防
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中，
有两项明确与早诊、早干预相关的硬性
指标：到2030年30岁以上的居民高血
压的知晓率不低于65%、高血压患者基
础规范管理服务率达到70%。全国范围
内的调研显示，2018年，我国成人高血
压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分别为
41.0%、34.9%和11.0%。让更多人了解
自己的血压并进行恰当干预，仍有很多
工作要做。

由于现代社会节奏快、压力大，人们
的饮食习惯发生变化等原因，高血压患
者出现了年轻化趋势。如《中国心血管
健康与疾病报告2021》数据显示，18—
34 岁青年人群中高血压患病率超过
10%，且呈上升趋势。

高血压患者年轻化已经受到医学界
广泛关注。“年轻人患上高血压，主要是
因为生活方式不太健康或长期处于紧张
状态等。”胡春莲说，她在临床上曾经遇

到过十几岁的小患者。《中国高血压流行
和防治现状》报告中显示，中国约有4%
的儿童血压水平处于持续升高状态，高
血压已成为中国儿童常见心血管代谢异
常疾病，而肥胖是儿童高血压最常见的
危险因素。

强化医防融合应对疾病

由于现代社会环境变化以及老龄化
趋势，高血压患病群体年龄跨度不断增
大、患病比例不断增加。为了实现以治
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十四
五”国民健康规划》特别提到要强化医防
融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司长傅卫
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依托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以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为切入
点，实施城乡社区慢病医防融合提升工
程。医生不仅要进行诊疗，还要为高血
压等慢性病患者提供建议，帮助其通过
适量运动、健康饮食等方式控制肥胖等
高血压危险因素。

近年来，我国在高血压诊疗相关技
术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例如广东省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心血管中心主任
李丽团队研发的“CT引导下臭氧介导

的去腰/肾交感神经术”，为治疗难治性
高血压患者提供了创新方案。该技术
采用经皮穿刺技术，以臭氧为媒介，确
定手术靶点后局部注射医用臭氧，以降
低患者的肾交感神经活性。临床研究
显示，接近50%的难治性高血压患者在
术后12周随访期间达到了减药标准，
在降压药物显著减少的基础上，术后血
压进一步下降。该技术仅需一根普通
穿刺针、一台普通CT机以及一个医学
臭氧生成仪便可实施，操作过程只需
10—20分钟。由于所需医疗器械容易
获得，这一方案易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
推广，有助解决偏远贫困地区高血压患
者的诊疗困难。

除了治疗技术不断提升，我国的高
血压筛查、防控、监测等体系也在逐步完
善。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主任医师刘
小清告诉记者，近年来，多地从社区层面
加强了包括高血压在内的慢病防控体系
建设，社区防控在高血压管理方面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前国家卫生
健康委的例行发布会上，多个地区的相
关负责人介绍了基层在高血压防治方面
的努力。例如江西省依托基层智慧医疗

系统应用，建立诊前筛查、诊中随访、诊
后管理服务流程和“两慢病双向转诊”工
作机制，引导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在基层
首诊、双向转诊，实现全周期健康管理。
云南省全面实施18岁以上人群首诊测
血压和35岁以上人群测血糖，引导群众
开展健康自我监测。

医保方面，国家医保局设立了居民
医保高血压、糖尿病“两病”专项保障，用
于支付二级及以下基层医疗机构发生的

“两病”药品费用。

警惕高血压防治常见误区

“治疗原发性高血压以药物为主，同
时生活方式的转变也非常重要。”胡春莲
说，如果能在用药物控制好血压的同时
合理安排生活，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那
么高血压给生活带来的不良影响以及导
致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可能性都将大大
降低。

然而，临床上常有患者在高血压防
治方面存在一些误区。如有的患者觉得
没有症状，血压在一段时间内控制得也
不错，就擅自停药或减少用药量。刘小
清说：“停药会增加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
风险。”停药带来的血压反复往往呈“陡
升陡降”趋势，反复的血压波动对心脑血
管的影响是非常不利的，容易诱发心脑
血管事件。

“还有一些患者长时间服用某种降
压药，常质疑长期服药会不会副作用大，
或者听说有新药物就想换一种药试试。”
胡春莲说，高血压的病因复杂，药物治疗
也存在个体差异。在高血压诊疗过程
中，医生会根据患者情况选择降压药物
并进行观察、调整，形成适宜的治疗方
案。如果治疗方案可良好稳定地控制患
者血压，那么这种治疗方案就是适用
的。没有出现特殊情况，患者不应自行
换药。

关于高血压患者应该吃什么、怎么
吃，网上也流传着多种说法。为了回应
患者的困惑，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印发
了《成人高血压食养指南（2023 年
版）》。指南详细列出了东西南北中不同
地区、春夏秋冬不同季节适合高血压人
群食用的食谱、常见食物交换表以及不
同疾病常用的食养方。中国疾控中心营
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张倩介绍，高血压发
病初期患者、年轻患者可参考食养指南，
通过调整饮食和积极锻炼，保持健康体
态，预防和改善高血压。

本版据人民网本版据人民网

不断强化数字赋能 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加强血压健康管理 倡导良好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