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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诊室外高血压的最新研究进展 

金喜泉  成宪武（通讯作者）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 吉林延边  133000） 

【摘  要】高血压是一种普遍的慢性疾病，也是全球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准确的血压测量对于高血压的有效诊断和管理至

关重要。诊室外血压测量，包括动态血压监测（ABPM）和家庭血压监测（HBPM），因其能够长期提供全面的血压概

况而备受重视。这些方法有助于检测白大衣高血压和隐匿高血压等现象，从而更精确地评估患者的心血管风险并实现量

身定制的治疗策略。传统的诊室血压测量虽然被广泛使用，但有明显的局限性。白大衣效应等因素会导致临床环境中人

为地升高读数，从而导致误诊和不适当的治疗。此外，诊室中的单时间点测量无法捕捉到昼夜血压的变化，从而忽略了

有关患者真实血压状态的关键信息。这些局限性限制了传统方法在高血压管理中的应用效果，但也促使临床实践和研究

进一步探索更具代表性和实用性的测量手段。本综述旨在全面概述诊外血压测量技术，重点介绍其方法学特征和临床应

用。我们将总结当前的研究结果，讨论 ABPM 和 HBPM 的优势和局限性，并探讨它们在加强高血压诊断和管理中的

作用。通过这些方面，我们试图强调将诊外血压监测纳入常规临床实践以改善患者预后的重要性。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n hypertension outside the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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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ypertension is a prevalent chronic disease and a major risk factor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worldwide. Accurate blood pressure 

measurement is crucial for the effectiv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hypertension. Out-of-clinic BP measurements，including 

ambulatory BP monitoring（ABPM）and home BP monitoring（HBPM），are valued for their ability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BP profile in the long term. These methods can help detect phenomena such as white coat hypertension and insidious 

hypertension，resulting in a more precise assessment of patients&#039；cardiovascular risk and achieving tailored treatment 

strategies. Traditional clinic BP measurement，although widely used，has obvious limitations. Factors such as the white coat 

effect can cause artificially elevated readings in clinical settings，thus leading to misdiagnosis and inappropriate treatment. 

Furthermore，single time point measurements in the clinic cannot capture circadian BP changes，thus ignoring critic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patient&#039；s true blood pressure status. These limitations limi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methods in hypertension management，but also prompt clinic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to further explore the more 

representative and practical means of measurement. This review aim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extra-diagnostic 

blood pressure measurement techniques，focusing on their methodological feature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We will summarize 

the results of the current study，discuss th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ABPM and HBPM，and explore their role in 

strengthening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hypertension. Through these aspects，we sought t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incorporating out-of-clinic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into routine clinical practice to improve patient outcomes. 

 

引言 

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及其他相关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

给个人和公共健康带来了重大负担【1】。尽管 OBPM 被广

泛使用，但仍存在几个未解决的问题，例如白大衣效应：可

能导致血压的高估，从而造成高血压状态的误分类【2】。并

且 OBPM 无法捕捉日常或昼夜血压变异性，而这对于风险

分层至关重要【3】。而诊室外血压测量方法，包括动态血压

监测和家庭血压监测，已成为提高高血压诊断和管理准确性

的重要工具。这些方法有助于区分白大衣高血压和持续性高

血压，并揭示隐匿性高血压，提供对个人血压状况更全面的

评估和情境特定的血压监测的潜力，有助于改善长期管理和

风险预测【4】除了 ABPM 和 HBPM，穿戴设备和无袖带血

压测量技术也在快速发展。这些创新利用无线连接和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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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实现无缝的血压监测，并为人工智能（AI）驱动的高

血压管理提供了新的机会【5】。 

1.诊室外血压监测优势及局限性 

1.1 动态血压监测的优势及局限性 

动态血压监测（ABPM）和可穿戴设备，在高血压管理

中提供了多个优势。其中一个关键好处是能够捕捉全天血压

波动，从而提供个体血压状况的更全面视图。这种连续的数

据允许检测诸如晨间血压高峰、夜间低血压和白大衣高血压

等现象，这对于更准确的诊断和量身定制的治疗策略至关重

要【6】。此外，动态血压监测可以改善对治疗效果的评估，

提供关于干预措施有效性的见解，超越单一静态测量。它使

临床医生能够观察血压如何响应日常活动、压力或药物调

整，从而实现更个性化的护理。然而，这项技术并非没有局

限性。主要挑战包括佩戴 ABPM 设备的不适感，这可能影

响患者的依从性，以及当前设备的技术局限性，例如传感

器的准确性、设备的笨重性和电池寿命【7】。动态血压数

据亦可能受到多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包括身体活动、饮食

和情绪状态，这使得数据解读变得复杂【8】。面临这些挑

战，正在进行的微型化、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AI）集成

的进展正在为更准确、用户友好和临床适用的解决方案铺

平道路，这些设备仍需进一步验证和监管批准，以便在临

床实践中广泛使用。 

1.2 家庭血压监测的优势及局限性 

相比起动态血压检测，家庭血压监测其主要好处之一是

能够在较长时间内跟踪血压，与偶尔的临床就诊相比，能够

提供患者典型血压的更准确表现【9】。而且它使用起来容易，

且相对惠民。HBPM 允许患者定期监测血压，提高意识并促

进更好地遵循处方治疗，这种自我监测可以帮助检测诸如白

大衣高血压或隐匿性高血压等波动，这些情况在临床环境中

很可能会被忽视【10】。此外，它使医疗服务提供者能够根

据更一致的数据调整治疗方案，从而导致更好的长期管理和

结果。然而，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家庭设备的准确性可能差

异很大，像袖带大小不当、不一致的测量技术和设备校准等

因素都会影响结果，患者的依从性也可能成为问题，因为一

些人可能会忽视定期测量血压或错误地遵循指导【11】。此

外，缺乏经过培训的医疗专业人员实时解读读数可能导致结

果的误解，从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焦虑或延误适当治疗。最

后，家庭监测不能替代全面的临床评估，特别是在需要评估

多个风险因素的复杂情况下【12】。 

3.动态血压监测与家庭血压监测的比较 

3.1 临床应用对比 

3.1.1 不同疾病或患者群体的适用性 

动态血压监测（ABPM）和家庭血压监测（HBPM）在

不同疾病或患者群体中的适用性各有特点。ABPM 在复杂高

血压表型（如白大衣高血压、隐匿性高血压）的诊断和管理

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通过 24 小时连续监测识别血压波

动和昼夜节律变化【13】。它还特别适合睡眠呼吸暂停综合

征患者和伴随夜间血压异常的高危人群【14】。再者，ABPM

在妊娠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病和耐药性高血压的评估中

被广泛推荐【15】。相比之下，HBPM 更适合用于长期自我

管理，尤其适用于稳定的高血压患者。HBPM 有助于患者日

常生活中的血压监测，提高治疗依从性，并在糖尿病和老年

人等高危群体中表现出良好的成本效益。此外，HBPM 也在

心理舒适度和操作便捷性上更具优势，有助于监测治疗效果

和优化个性化管理。还可用于高血压的早期筛查，尤其是在

没有条件进行 ABPM 的环境中，它是获取血压数据的重要

途径。 

3.2 经济性与可操作性对比 

3.2.1 设备成本与使用便捷性 

在设备成本和使用便捷性方面，ABPM 设备相对较昂

贵，主要用于医院、诊所或大型健康管理中心，因此其普及

性受到限制。设备维护成本和数据处理也增加了整体费用，

并且需要专业设置，这可能限制其在日常使用中的可及性

【16】。且由于需要 24 小时连续佩戴，ABPM 设备可能对患

者日常活动造成一定的不便，尤其是睡眠时佩戴的舒适性较

差。HBPM 设备相对便宜，适用于家庭用户，且设备种类丰

富，价格差异较大。多数家庭血压计的价格较为亲民，使其

能够广泛普及，并且设备更实惠且用户友好，使患者能够方

便地在家中监测血压。这种易用性促进了患者的参与感和遵

循监测计划的能力。加上操作简单，患者可以在家自行测量，

测量过程快速且不需要医生的专业指导，较适合长期监测。

尽管如此，HBPM 可能会漏掉夜间高血压，并且容易受到用

户错误的影响。结合这两种方法可以提供对患者血压更加全

面的评估，平衡 ABPM 的全面性和 HBPM 的实用性。 

3.3.2 患者依从性与接受度 

动态血压监测（ABPM）和家庭血压监测（HBPM）在

患者依从性和接受度方面表现出明显差异。ABPM 提供全面

的 24 小时资料，常用于临床环境中诊断白大衣高血压或夜

间高血压等疾病。然而，它要求患者在监督下佩戴设备一天

或一夜，这可能影响患者的舒适度从而降低依从性。相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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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HBPM 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患者可以在自己舒适的家中

监测血压，促进了更高的依从性和患者接受度。研究表明，

患者通常更喜欢 HBPM，因为其易用性和非侵入性，但 ABPM

仍然是详细、连续监测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在识别可能无法

通过 HBPM 检测到的不规则情况时。 

4.指南推荐和实施现状 

全球和地区高血压管理指南越来越推荐办公室外的血

压测量，如动态血压监测（ABPM）和家庭血压监测（HBPM），

以提高诊断准确性和治疗效果。2024 年欧洲高血压学会指

南主张使用 ABPM 来检测白大衣高血压和隐匿性高血压，

而美国心脏协会则强调 HBPM 在持续管理中的重要性【17】。

尽管这些建议存在，但实施面临挑战，包括对 ABPM 设备

的有限获取、患者依从性问题以及对数据准确性的担忧。发

表在《美国高血压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获取困难

和成本是 ABPM 使用的主要障碍【18】。同时，《实施科学》

中的研究强调了改善办公室外测试采纳的多方面策略的必

要性【19】。为克服这些障碍，专家建议增加设备的可用性，

加强对患者和临床医生的教育，以及将监测数据整合到电子

健康记录中，以促进全面的高血压管理【20】。 

5.结论 

诊室外的血压测量在高血压的诊断和管理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具有显著的临床和实际价值。与传统的办公室血压

测量相比，ABPM 提供全面的 24 小时血压资料，使得能够

识别白大衣高血压、隐匿性高血压和夜间高血压，而 HBPM

则使患者能够方便地长期监测自己的血压，增强依从性并促

进个性化治疗策略。这些方法不仅提高了诊断准确性，还可

以更好地进行风险分层和治疗评估，有助于及早发现心血管

并发症，减轻高血压对公共健康的负担。然而，未来的研究

和实践中仍需解决几个关键挑战：提高监测设备的准确性、

舒适性和适用性，特别是针对特殊人群，同时建立统一的技

术和临床标准；增强患者教育和依从性，以最大化这些方法

的有效性；为医疗专业人员提供标准化培训，以确保正确使

用和解读 ABPM 和 HBPM 数据；以及整合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技术，以实现先进的数据分析和个性化管理，同时保障数

据隐私和安全。展望未来，技术创新结合政策支持和多学科

合作，将是推动办公室外血压监测标准化和广泛采用的关

键，最终支持高血压护理中的精准医学和主动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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