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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2》发布

我国心血管病负担下降拐点尚未出现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贾薇薇）近日，《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2》发布。报告指出，近 30 年来，我国

的医疗可及性和质量指数进步幅度举世瞩目，位列中等收入国家首位，多项心血管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或接近领先水平，

我国在解决心血管病“救治难”的问题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由于我国居民不健康生活方式流行，有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人群巨大，人口老龄化加速，我国心血管病发病率

和死亡率仍在升高，疾病负担下降的拐点尚未出现。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

外 医 院 王 增 武 教 授 指

出， 自 2005 年 以 来，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每年

组织全国相关领域专家

编撰《中国心血管健康

与疾病报告》（2019 年

前为《中国心血管病报

告》），对心血管领域

新的研究进展进行及时

更新，以详实、科学的

资料为卫生行政人员和

专业人员提供支持。

报告倡导心血管全

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提 高 居 民 的 心 血 管 病

风险意识，强调每个人

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注重不健康饮食和

身体活动不足等上游危

险因素控制，从源头上

预防心血管病。

当前，中国心血管

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

阶段。推算我国心血管

病 现 患 人 数 3.3 亿， 其

中卒中 1300 万，冠心病

1139 万， 心 衰 890 万，

肺原性心脏病 500 万，

房颤 487 万，风湿性心

脏病 250 万，先心病 200

万，外周动脉疾病 4530

万，高血压 2.45 亿。

在我国城乡居民疾

病死亡构成比中，心血

管病占首位，2020 年分

别占农村、城市死因的

48.00% 和 45.86%； 每 5

例死亡中就有 2 例死于

心血管病（图 1）。农村

心血管病死亡率从 2009

年起超过并持续高于城

市水平（图 2）。

2005 年 中 国 心 血

管 病 死 亡 人 数 为 309

万，2020 年 增 至 458

万； 心 血 管 病 年 龄 标

化 死 亡 率 从 2005 年 的

286.85/10 万降至 2020 年

的 245.39/10 万；2020

年中国心血管病过早死

亡率负担较 2005 年下降

19.27%。2020  年， 缺 血

性心脏病、出血性卒中

和缺血性卒中是中国心

血管病死亡的三大主要

原因。

2020 年，中国医院

心脑血管病患者出院总

数为 2428 万人次，占同

期出院总数（包括所有

住院病种）的 15% 左右；

其中，心血管病患者出

院总数 1289.94 万人次，

占 7.80%， 脑 血 管 病 患

者出院总数 1138.89 万人

次，占 6.89%。

 心脑血管病患者出

院人次数中，以缺血性

心脏病（798.99 万人次）

和 脑 梗 死（761.02 万 人

次）为主，占比分别为

32.90% 和 31.33%；2020

年糖尿病出院人次数为

407.39 万人次。

2020 年心脑血管病

住 院 总 费 用 为 2709.01

亿元。

全球疾病负担 2019

研究显示，1990-2019年，

中国吸烟导致的死亡人

数从 150 万增至 240 万，

增幅达 57.9%。

1982-2015 年， 中

国居民主要食物摄入量

发生变化，谷物和蔬菜

摄入量减少，动物性食

物摄入量增加，水果、

蛋类、水产品、奶类、

大 豆 类 摄 入 量 仍 然 很

低；食用油摄入量增加，

家庭烹调盐摄入量有所

减少，但食用油和烹调

盐的摄入量均远高于推

荐量。

我国居民的超重率

和肥胖率总体都处于上

升趋势。2015-2017 年中

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

监测报告显示，2017 年，

中国 6 岁以下儿童超重

率和肥胖率分别为 6.8%

和 3.6%，6~17 岁儿童青

少年中分别为 11.1% 和

7.9%，≥ 18 岁成人中分

别为 33.3% 和 14.1%。

2018 年，中国慢性

病与危险因素监测研究

数据显示，高血压患病

率为 27.5%。

2012-2015 年 中 国

高血压调查和 2014-2019

年 China-PEACE MPP

项目显示，我国≥ 35 岁

成人的血脂异常患病率

调查结果相近，分别为

34.7% 和 33.8%。

如果采用世卫组织

诊 断 标 准，2015-2017

年，我国≥ 18  岁成年

人 中 糖 尿 病 患 病 率 为

11.2%， 估 计 目 前 中 国

成人糖尿病患病人数达

1.298 亿。

冠脉介入治疗病例数超百万

心血管基础研究步入快车道

心血管医疗器械产业化高速发展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 74 家三级医院

参与的队列研究显示，冠脉

旁路移植术住院死亡率从

0.9% 降至 0.6%，冠脉旁路

移植术后患者转归在医院间

的异质性显著降低，遵循指

南建议的循证依据来指导手

术过程和二级预防的比例在

逐步增加。

2021 年，中国冠脉介

入治疗的注册总病例数为

1164 117 例（未包含军队

医院病例，图 3），较 2020

年增长了 20.18%。

2021 年，全国心脏起

搏 器 置 入 99 306 例， 较

2020 年增加 15.2%。

2009-2021 年， 全 国

射频导管消融手术量持续

迅猛增长，年增长率达到

13.2%~17.5%。2021 年心律

失常介入治疗直报系统纳

入的射频导管消融患者达

210 609 例， 相 比 2019 年

增加 34%。

2021 年，国内心脏再

同步化治疗装置置入量达

5333 例， 较 2020 年 增 加

37%，其中心脏再同步化治

疗除颤器的置入比例逐年增

长，2021 年占比达 66%。

截至 2021 年，中国共

有 66 所医疗机构具备心脏

移植资质。2015-2021 年，

中国各移植中心 7 年共完

成并上报 3557 例心脏移植

手术。

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水平

心血管基础研究从 2005 年

后开始起步，有影响力的

论文主要发表在 Circulation

和 Circulation Research 两

大杂志。通过 Cell、Nature 

Medicine、Circulation 等 期

刊的数据，可以观察到近几

年国内高水平心血管基础研

究的快速发展。

2021 年 8 月 ~2022 年

8 月通讯作者和主要作者均

来自中国大陆地区、以探索

心脏和血管解剖，发育与功

能 / 发病机制为对象的基础

研究论文共 74 篇。

2021 年 9 月 1 日 至

2022 年 8 月 5 日， 国 家 药

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 59 项

医疗器械进入创新医疗器

械审评通道，其中 26 项为

心血管类产品，说明心血

管领域的创新在我国医疗

器械创新领域占主导地位，

占 比 达 44.1%； 而 且， 国

产原创产品有 52 项，占比

88.1%。

2021 年 9 月 1 日 至

2022 年 8 月 5 日， 国 家 药

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心血

管领域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189 项，其中 130 项为国产

产品，有 4 项产品曾进入国

家创新医疗器械审评通道。

我国心血管病防控应

坚持“以预防为主、以基

层为主”的方针推进，实

施以预防高血压、血脂异

常、糖尿病发生为目标的

“零级预防”，以饮食、

身体活动、肥胖、吸烟、

睡眠和心理干预为对象，

形成有利于健康生活方式

的社会环境；研究和制定

可更有效地提高高血压、

血脂异常、糖尿病知晓率、

治疗率和控制率的策略，

构建以提升“三高”控制

率为核心目标的危险因素

控制一级预防体系。

图 1  2020 年中国城乡居民主要疾病死因构成比

图 2  2000-2020 年中国城乡居民心血管病死亡率变化

图 3  2009-2021 年中国经皮冠脉介入治疗手术量

专家视角

倡导心血管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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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增武 教授王增武 教授

心血管病仍为首位死因

油盐摄入超标  超重率和肥胖率持续上升

心血管病防控应以预防为主  以基层为主

流行趋势及经济负担

影响因素和危险因素

技术进步

基础研究

医疗器械进展

防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