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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与认知障碍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越

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是认知障碍的重

要危险因素之一。

紧密关联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心血管疾病和认知障碍

的发病率均呈上升趋势，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

的负担。

高发病率

由于心血管疾病和认知障碍的复杂性，其诊疗过

程面临诸多挑战，需要多学科协作和综合管理。

诊疗挑战

心血管疾病与认知障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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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学科发展

促进心血管病学、神经病学、老年医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共同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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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诊疗行为

通过制定专家共识，明确心血管疾病与认知障碍的诊疗标准，

规范临床医生的诊疗行为，提高诊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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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早期干预

强调心血管疾病与认知障碍的早期筛查和干预，以延缓疾病进

展，改善患者预后。

专家共识制定目的



该共识适用于各级医疗机构中对心血管疾病和认知障碍的诊疗工作，为临床医生提供指导性的建议

和规范。

共识主要面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老年科等临床医生，以及从事相关领域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专

业人员。同时，也可为患者及家属提供一定的参考和指导。

适用范围

适用对象

共识适用范围及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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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损伤

心血管疾病常伴随血管内膜损

伤，影响大脑血液供应，从而

导致认知功能下降。

神经递质异常

心血管疾病可能导致神经递质

代谢紊乱，影响大脑认知功能

。

炎症反应

心血管疾病引发的炎症反应可

能波及大脑，导致认知障碍的

发生和发展。

生理机制探讨



流行病学研究

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心血管疾病患者认知障碍的发病率显著
高于一般人群。

干预性研究

针对心血管疾病进行的干预措施，如控制血压、血脂等，被证实
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风险。

影像学研究

神经影像学研究发现，心血管疾病患者大脑结构和功能异常与认
知障碍密切相关。

临床研究证据回顾



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血管疾病和认知

障碍的风险均增加；男性心血管疾病

患者认知障碍的风险可能高于女性。

年龄与性别

部分基因变异被证实与心血管疾病和

认知障碍的易感性相关。

遗传因素

不良的生活方式，如吸烟、缺乏运动

、不健康的饮食等，同时增加心血管

疾病和认知障碍的风险。

生活方式

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伴随疾

病可能加剧心血管疾病对认知功能的

影响。

伴随疾病

影响因素及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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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简便、易行的认知功能筛查
量表，包括定向力、记忆力、注
意力和计算能力、回忆能力、语

言能力等方面的评估。

简明精神状态检查
在简明精神状态检查的基础上进行
了扩展，增加了对执行功能、抽象
思维等方面的评估，适用于对轻度
认知障碍的筛查。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

包括一系列标准化的测验方法，如
记忆测验、注意测验、语言测验等，
能够全面评估被试的认知功能。

神经心理测验

常规筛查工具介绍



    

专项评估量表解读

阿尔茨海默病评估量表
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特有的认知损害特

点设计的专项评估量表，包括记忆障

碍、失语、失用、失认、执行功能障

碍等方面的评估。

血管性认知障碍评估量表
针对血管性认知障碍设计的专项评估

量表，突出对血管性因素导致的认知

损害的评估，如注意力、执行力、信

息处理速度等。

抑郁量表与焦虑量表

由于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问题常与认知

障碍共存，因此这些量表也常被用于

辅助认知障碍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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