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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概述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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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一种以动脉血压持续升高为

特征的慢性疾病，通常分为原发性高

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两种类型。

根据血压升高水平，可分为1级、2级

和3级高血压；根据合并的心血管危险

因素及并发症情况，可分为低危、中

危、高危和极高危四个层次。

高血压定义及分类

分类

定义



高血压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慢

性疾病之一，发病率和死亡率逐

年上升，给全球公共卫生带来了

巨大挑战。

全球现状

我国是高血压大国，患病率呈上

升趋势，且知晓率、治疗率和控

制率相对较低。高血压已成为我

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威胁。

我国现状

全球及我国高血压现状



危险因素
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包括遗传、年龄、性别、饮食、缺乏运动、肥胖、吸烟、饮

酒等。

并发症
高血压若不及时治疗，可导致心、脑、肾等靶器官损害，引发冠心病、脑卒中、

肾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危险因素与并发症



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在高血
压防控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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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与实施

制定高血压防控政策

政府层面出台相关政策和规划，明确

高血压防控的目标、策略和措施。

实施高血压防控项目

通过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如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等，开展高血压的筛查、

管理和干预工作。

加强高血压防控网络建设

建立健全高血压防控网络，包括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医院等，实现高血压防控工作的全覆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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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高血压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加强对高血压患者的健康教育，提高其自我监测、自我管理和

自我控制的能力。

01

开展高血压知识宣传

通过媒体、宣传册、讲座等多种形式，普及高血压防治知识，

提高公众对高血压的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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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积极推广低盐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健康生活方式，降

低高血压的发病风险。

健康教育普及



针对高血压高危人群，如老年人、
肥胖者、有家族史者等，开展定
期筛查和监测，及时发现并干预

潜在的高血压患者。

高危人群筛查
根据高危人群的具体情况和需求，
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措施，如药物治
疗、生活方式调整等，以降低其发
病风险。

个性化干预措施

对已经确诊的高血压患者，建立随
访管理制度，定期了解其病情变化
和治疗效果，及时调整干预措施。

加强随访管理

高危人群筛查与干预



基层医疗机构在高血压管
理中职责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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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血压患者建立健康档
案，记录病史、家族史、
生活习惯等信息。

建立健康档案 定期随访 健康教育

对高血压患者进行定期随
访，了解病情变化，及时
调整治疗方案。

开展高血压健康教育活动，
提高患者对高血压的认识
和自我管理能力。

030201

基层医疗机构职责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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