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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应用乌拉地尔治疗高血压急症的临床观察
刘天荣 1，张静 2，陈瑢 3*（1. 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急诊科，新疆乌鲁木齐 830002；2.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新疆乌鲁木齐
830001；3.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目的　探讨乌拉地尔治疗高血压急症的治疗效果和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高血压急症患者 88 例随机分为硝普钠治疗组（46 例）和
乌拉地尔治疗组（42 例），两组均依据血压值调整滴速。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血压控制水平及发生不良反应的例数。结果　乌拉地尔治疗组与硝
普钠治疗组降压水平比较无明显差异（P ＞ 0.05）；但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乌拉地尔治疗高血压急
症疗效与硝普钠相当，但不良反应更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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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application of urapidil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ve emergency
LIU Tian-Rong1，ZHANG Jing2，CHEN Rong3（1.Emergency department of the Six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Urumqi 830002，China；2. First Aid Centre of th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people's Hospital，Urumqi 
830001，China；3.Department of hemat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830054,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Study clinical effect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urapidil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ve emergency. Methods　83 cases 
of hypertension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odium nitroprusside group (46 cases) and urapidil group (42 cases). Two groups were adjusted 
according to blood pressure drop speed. Changes of blood pressure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wo groups.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reatment effect was found between the urapidil group and sodium nitroprusside group (P > 0.05), but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urapidil group were lower,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Conclusion　Urapidil has obvious curative effect and less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ve emergencies,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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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血液病。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心脑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其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及慢性肾脏病等主要并发症，不仅致残、

致死率高，而且严重消耗医疗和社会资源 , 给家庭和国家造成沉重负

担 [1]。高血压急症作为急诊科常见的疾病，如血压不及时控制在合理

范围内会对脏器功能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危及生命，因而逐渐引起广

泛关注 [2]。目前高血压急症常采用硝普钠本降压，但在降压时常存在

血压波动大，剂量不易掌握及不良反应较多等不足，在门急诊危重患

者增多时可能会因观察不仔细、发生不良反应等原因引发医疗纠纷，

本文旨在探讨乌拉地尔治疗高血压急症在急诊科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本院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急诊科收治

的 88 例高血压急症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治疗措施随机分为硝普钠

治疗组（46 例）和乌拉地尔治疗组（42 例）。其中硝普钠治疗组有

男性 31 例，女性 15 例，年龄 31 ～ 82 岁，平均（54.87±11.61）

岁，收缩压波动于 185 ～ 281mmhg，舒张压波动于 121 ～ 184mmhg；

乌拉地尔治疗组有男性 26 例，女性 16 例， 年龄 32 ～ 85 岁，平均

（58.36±12.11）岁，收缩压波动于 192 ～ 286mmhg，舒张压波动于

117 ～ 191mmhg。所有入选患者均符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
[1] 中高血压急症标准。排除标准：主动脉峡部狭窄患者；动静脉分流

患者；孕妇及哺乳期妇女。不良反应判定标准：用药过程中及其后出

现头痛、眩晕、恶心、呕吐、出汗、烦燥、心悸、心律失常、肌肉颤

搐等症状。

1.2 方法　两组患者给予常规吸氧，心电、血压及指脉氧监测，

用药前检测干化学糖水平。硝普钠治疗组：50mg 硝普钠＋ 250ml 5%

葡萄糖液中静脉点滴；乌拉地尔治疗组：10 ～ 15mg 乌拉地尔＋ 10ml 

生理盐水稀释后缓慢静脉注射，随后以 50mg 乌拉地尔 +100ml 生理盐

水静脉点滴；两组均据血压监测值调整滴速，血压控制的目标为第 1

小时内平均动脉压的降低幅度不超过治疗前水平的 25％，在随后的

2-6h 内将血压降至较安全水平。

1.3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处理本次研究数据，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及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

组间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进行比较，以 Ρ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两组患者入院时基本情况比较　分析两组患者入院时的性别、

年龄、心率、干化血糖值、收缩压及舒张压水平发现，两组之间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Ρ＞0.05），表明两组治疗入院时基本情况相同，

具有可比性。详见表 1：

表 1：硝普钠组与乌拉地尔组之间基本情况比较

项目分组 例数 男性（例） 年龄（岁） 心率（次 /分）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干化学糖（mmol/L）

硝普钠治疗组 46 31 54.87±11.61 86.39±17.52 236.59±21.39 148.24±17.79 8.40±2.04

乌拉地尔治疗组 42 26 58.36±12.11 87.86±19.04 236.52±21.35 149.71±17.90 8.47±2.22

t（χ2） 0.290 -1.379 -0.376 0.014 -0.387 -0.156

Ρ 0.59 0.172 0.708 0.989 0.699 0.877

2.2 治疗后两组患者血压及不良反应对比

两组患者经不同药物降压治疗平稳后比较收缩压及舒张压水平，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Ρ ＞ 0.05），提示乌拉地尔治疗高血压急症

降压水平与硝普钠相近。但在硝普钠组中出现 6 例眩晕，3 例大汗，2

例心悸，1 例恶心、呕吐，不良反应率为 26.1%。乌拉地尔组中出现 2

例眩晕，1 例恶心、呕吐，不良反应率为 7.1%。比较两组不良反应率

发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Ρ＜ 0.05），详见表 2：

表 2：硝普钠组与乌拉地尔组降压水平和不良反应比较

项目分组 例数收缩压（mmhg）舒张压（mmhg）不良反应（例，%）

硝普钠治疗组 46 134.00±13.69 81.87±8.80 12(26.1%)

乌拉地尔治疗组 42 131.57±11.21 80.00±8.79 3(7.1%)

t（χ2） 0.906 0.996 5.572

Ρ 0.368 0.322 0.018

3 讨论
高血压急症 (hypertensive emergencies) 是指原发性或继发性

高血压患者，在某些诱因作用下，血压突然和显著升高（一般超过

180/120mmHg），同时伴有进行性心、脑、肾等重要靶器官功能不全

的表现 [1]，表现为起病急、病死率高 [3,4]。硝普钠可直接扩张动脉和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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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平滑肌，降压作用迅速，有较多的不良反应，停药后效果持续时

间短，同时还有增加颅内压、血压下降不平稳、长期或大剂量应用

时可导致血中氰化物蓄积中毒引起急性精神病和甲状腺功能低下等问

题，使其在临床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5]。乌拉地尔的降压作用是通

过外周和中枢共同作用完成的，外周降压主要是阻断突触后α1 受体，

降低血管外周阻力，促使延髓血管中枢的交感神经反馈调节降低，从

而达到降压效果 [6]。本研究结果表明乌拉地尔与硝普钠均能有效治疗

高血压急症，但不良反应更少，为急诊科安全有效的降压药物，在目

前医患关系紧张的环境下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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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伴糖尿病的血压控制策略
孙国涛（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中医院内一科，166400）

摘要：心血管病的两大重要危险疾病是高血压和糖尿病，两类疾病合并带患者带来的危害性更大，两类疾病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我
国是高血压伴糖尿病的高发国家，控制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关键是降低血压，也是降低脑卒中发病率的关节步骤。血压控制方法
有改变生活方式，联合应用肾素和血管紧张素阻滞剂，在进行高血压和高血糖治疗的同时，需对其他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进行防控，有效控制
患者血压，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缓疾病的进展，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极大程度患者的致残率和致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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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ardiovascular disease two important dangerous disease is hypertension and diabetes, two diseases with take a patient to bring the harm 
of greater, interactions of two kinds of diseases, forming a vicious circle. China is country with high incidence of diabetes with hypertension, control of 
hypertensio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and cardiovascular events is key to reduce blood pressure, but also reduce the cerebral stroke incidence of 
joint steps. Blood pressure control method with lifestyle changes, combined with a renin and 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 in the therapy of hypertension, 
hyperglycemia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othe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factors for control, effective control of blood pressur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slow disease progressio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to a great extent in patients with disability rate and death 
rate.

Key words : hypertension and diabetes mellitus　blood pressure control　strategy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患高血压、糖尿病的

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且患者的发病呈现年轻化，高血压伴有糖尿

病的发病率也逐年增加，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 [1]。如何将高血压

伴糖尿病患者血压控制在正常水平是治疗该类疾病的重点，临床治疗

过程中如何控制相关危险因素，两者合并加大血管并发的风险 [2]。临

床治疗过程如何有效控制患者血压，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延缓疾病

的进展，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1 疾病的危害
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关系较为密切，糖尿病患者患有高血压的比例

是非糖尿病患者的 3 倍，高血压伴糖尿病对患者的心血管的危险性较

大，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发生脑卒中、和心血管事件的比例、死亡的

风险高于单一高血压或糖尿病。

2 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降压的目标
目前对高血压伴有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控制目标在社会上一直存

在争议，有研究提出 [3]，在高血压伴有糖尿病治疗过程中，需强化收

缩压低于 120mmHg，而单纯高血压患者降压的目标是将收缩压控制在

140mmHg。强化降压虽然不能降低总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但能显著

降低脑卒中。欧美人群中脑卒中发生率比亚洲人群明显低很多，在亚

洲人群中，中国是脑卒中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高血压患者中血

压的控制对脑卒中的预防有着重要意义。2010 年伴中国高血压推荐指

南中设定的降压目标是低于 130/80mmHg，伴有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的

血压控制目标是低于 140/90mmHg。2011 年版高血压指南中提出，控

制糖尿病患者的血压能有效降低大血管并发症的发生。

3 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的降压药物选择和生活方式管理
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治疗的基础的覅改变生活方式的管理，在药

物治疗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应用药物治疗，取得良好的疗效，饮食管理

主要限制钠盐的摄取，戒烟限酒，培养良好生活方式能有效控制血糖。

对于高血压伴有糖尿病患者，需立即应用药物治疗，欧洲心脏病

学会高血压指南中推荐使用钙拮抗剂（CCB），β受体阻滞剂、利尿药、

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 (ARB)、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CEI) 这 5

类降压药物为初始药物，多数推荐使用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和血管

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糖尿病实现降压效果，必须联合应用两种药物

联合治疗，多数国家推荐使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阻滞剂联合治疗，

但需避免使用两类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其中二氢吡啶类拮抗剂不影响

机体的糖脂代谢。有数研究证实利尿剂联合应用 ACEI 是治疗高血压

伴糖尿病的优选治疗方案 [4]，由以上两类药物组成的复方片剂由于服

药方便，能明显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对于高血压伴糖尿病对降压

药物的选择应从小剂量开始，个性化选择长效制剂进行治疗

总而言之，对高血压伴糖尿病患者的血压控制，需从长效平稳降

压考虑，有效降低心血管时间的发生率，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个性

化选择降压药物，达到有效、持久平稳降压的目的。在有效降压血压

的基础上，尽量缩小血压的变化幅度，选择个性化的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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