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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血管疾病作为一类涉及全
身血管系统的慢性疾病，早期发
现和准确诊断对患者的预后至关
重要。在谈及早期筛查时，郭红
梅特别强调常规体检中血压测量
指标的重要性。她指出，收缩压
与舒张压之间的脉压差是一个简
单而有效的动脉硬化评估指标，

“当脉压超过 60毫米汞柱时，往
往提示存在动脉硬化，这在老年
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患者中表现尤
为明显。有些老年患者收缩压可
达 160mmHg 以上，而舒张压不
足 60mmHg，脉压差甚至超过
100mmHg，这种显著的脉压增
大直观反映了动脉硬化程度的加
重。”除了血压指标，颈动脉超声
检查也是临床常用的无创评估手
段。郭红梅解释，颈动脉因其表
浅的解剖位置成为观察血管状况
的理想窗口。通过超声检查可以
清晰观察到颈动脉内膜的厚度变
化：当内膜中层厚度超过0.9毫米
即提示增厚，达到1.3毫米则表明
斑块形成。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2023

年 12 月，全国首台 NAEOTOM
Alpha 双源光子计数 CT（光子
CT）在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投入
使用。“在高端影像诊断技术方
面，我们医院算是走在前列。”郭
红梅介绍，这台设备首次采用半
导体探测器材料，将医学成像带
入微米级分辨率时代。与传统
CT相比，光子CT在多个方面实
现重大突破：一次肺部筛查平扫
的 辐 射 量 低 至 0.03mSv（毫 西
弗），是普通CT辐射量的1/100；
心脏CT检查的平均辐射剂量低
于 0.08mSv，较 常 规 CT 降 低
90%；检查速度显著提升，肺部筛
查仅需0.5 秒，心脏检查0.13秒，
全身大血管检查1秒完成，几乎不
需要患者特殊配合。更值得关注
的是，光子CT采用碲化镉半导体
材料，将X线信号直接转换为电脉
冲，空间分辨率达到 110微米级
别，有效解决了传统CT在评估严
重钙化狭窄时的晕状伪影问题，
大大提高了对高危斑块和弥漫性
钙化狭窄的诊断准确性，减少了
患者接受有创介入检查的次数。

与此同时，江苏省省级机关
医院还引进了新一代飞利浦Eli-
tion 3.0T生命感知磁共振系统。
郭红梅说，这台设备具有三大显
著优势：图像分辨率和清晰度达
到新高度；无需注射造影剂、无辐
射，仅需18秒即可完成核磁共振
冠脉成像，特别适合对造影剂过
敏或肾功能受损的患者；采用70
厘米大孔径设计和静音技术，既
缩短了检查时间，又减轻了患者
的幽闭恐惧感。这两台高端设备
的联合应用，使医院在心血管疾
病的无创诊断方面形成了独特优
势，能够为患者提供更安全、更精
准的检查体验。

“从基础的血压测量、颈动脉
超声，到先进的光子 CT 和 3.0T
核磁共振，现代医学为泛血管疾
病的早期发现和精准评估提供了
多层次的技术支持。”郭红梅特别
提醒，要重视常规体检中的血管
健康指标，对于存在高危因素的
人群，可以考虑选择更精准的影
像学检查，真正实现疾病的“早发
现、早诊断、早干预”。

你的血管几岁了？
最新影像技术1秒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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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宛如一个精密的机器，而血管则是其中至关重要的“生命通道”，它遍布全身，承担着运输
血液、营养物质和氧气的重任，血管健康状况直接决定着人的寿命长短。每年的5月18日是“血管
健康日”，这个特殊日期的设定，源于一个关键的医学指标——5.18毫摩尔/升，这一数值正是正常
人血液内总胆固醇异常的临界值。在众多威胁血管健康的因素中，由胆固醇沉积形成的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堪称“头号大敌”，它悄无声息地在血管内壁堆积，逐渐导致血管狭窄、弹性下降，进而引
发一系列严重的血管疾病。如何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预防各种血管疾病？近日，现代快报“名医
天团”访谈邀请到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郭红梅，来给大家的血管健康支支招。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宇

可能比实际年龄老很多

泛血管疾病是一类累及全身
血管系统的慢性疾病，治疗与干
预需要多管齐下，既要控制基础
疾病，也要调整生活方式，才能有
效延缓疾病进展，降低心脑血管
事件风险。那么，如何远离泛血管
疾病呢？郭红梅强调，对于泛血管
疾病患者，尤其是合并高血压、高
血脂、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者，首
要任务是严格控制各项代谢指
标。在血压管理方面，大多数患者
的目标应控制在130/80mmHg以
下，以减少血管壁的持续损伤。对
于老年患者，需注意避免血压过低
导致的灌注不足，因此需个体化调
整降压方案。血脂管理也是泛血
管疾病干预的核心环节。郭红梅
指出，2023 年《中国血脂管理指
南》推荐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作为关键靶点，不同风
险人群的目标值有所不同：低风险
人群（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
LDL-C 应控制在 3.4mmol/L 以
下；中高风险人群（如糖尿病、高
血 压 患 者）：目 标 值 应 降 至
2.6mmol/L以下；极高危患者（如
已确诊冠心病、脑卒中或外周动
脉疾病）：LDL-C需进一步降低至
1.4mmol/L 以下，且降幅应达到
50%以上，才能有效稳定斑块，减
少血管病变进展。

除了药物治疗，生活方式的
调整在泛血管疾病的管理中同样
占据重要地位。郭红梅说，很多
患者对“食疗”存在误解，盲目追求
某些所谓的“软化血管”食物，可能
适得其反。“首先，我们要避免单一
食物。例如红酒中的白藜芦醇虽
有一定抗氧化作用，但若要达到有
效剂量，需摄入大量酒精，而酒精
本身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增加高

血压和肝病风险。同理，洋葱、醋
等食物虽含有有益成分，但单纯依
赖它们来‘溶解斑块’并不现实。”
郭红梅建议，每日应摄入12种以
上食物，理想情况下达到20种，涵
盖全谷物、蔬菜、水果、优质蛋白及
健康脂肪。同时还要严格控制盐、
糖、饱和脂肪的摄入，以降低高血
压和代谢综合征风险。

“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普遍
存在熬夜刷手机、睡眠不足的问
题。”郭红梅强调，长期睡眠紊乱
会导致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促进
血压升高、炎症反应加剧，加速动
脉硬化。因此，建议成年人每天
保证7—8小时高质量睡眠，并尽
量在23点前入睡，以维持正常的
生物钟调节。

“再次提醒大家，吸烟是血管
健康的‘头号杀手’，烟草中的尼
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会直
接损伤血管内皮，促进血小板聚
集，加速动脉粥样硬化。”郭红梅
表示，不少患者在发生心梗或脑
卒中后才痛下决心戒烟，但此时
血管损伤往往已不可逆，因此越
早戒烟，获益越大。除此之外，适
量的有氧运动，例如快走、游泳、
骑自行车等，都能够改善血管内
皮功能，促进侧支循环建立。她
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
强度运动，或75分钟高强度运动，
但需根据个体情况调整，避免过
度运动引发心血管事件。

“泛血管疾病的治疗干预需
要‘药物+生活方式’双管齐下，既
要依靠现代医学的精准调控，也
要坚持健康的生活习惯。”郭红梅
呼吁，大家要提高健康意识，从日
常点滴做起，才能真正守护血管
健康，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

红酒、洋葱能软化血管？
专家提醒：饮食多样、均衡很关键

你的血管

这些 行为正在伤害它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郭红梅（右）做客现代快报“名医天团”

“血管疾病涵盖动脉、静脉以
及微血管等多个类型，而如今，

‘泛血管’这一概念正逐渐受到广
泛关注。泛血管疾病并非局限于
单一的血管系统，而是一种全身
性、系统性的疾病，它如同一张无
形的大网，能够波及人体的多个
器官和系统。”郭红梅指出，在多
种危险因素的作用下，血管病变
极易发生，进而引发多系统、多器
官的病变。这些危险因素中，最
为常见的便是人们熟知的“三
高”，即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
症，“长期的血压升高会对血管壁
产生过大的压力，导致血管内膜
受损，使得胆固醇等物质更容易
沉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
糖尿病患者由于体内血糖代谢紊
乱，会促使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失
调，增加血管病变的风险；高脂血

症则直接导致血液中胆固醇、甘
油三酯等脂质成分升高，进一步
加重血管堵塞的可能性。”郭红梅
坦言，除了“三高”外，肥胖、家族
遗传史、吸烟、熬夜、工作紧张、压
力大等，都是血管病变的“帮凶”。

“值得警惕的是，近年来血管
疾病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导
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郭红梅分析道，在现代社会，年轻
人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职场
竞争激烈、生活成本攀升，使得他
们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的状态。这
种不良情绪会通过神经内分泌系
统影响血管功能，进一步增加血
管病变的风险。为了完成工作任
务熬夜加班，破坏正常的作息规
律，也会影响身体的自我修复和
调节功能。“在饮食方面，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选择通过外卖解决一

日三餐。这些外卖食品往往为了
追求口感，添加大量的油脂、盐分
和糖分，属于典型的‘三高’饮食，
长期食用极易导致血脂、血压、血
糖升高，成为诱发血管疾病的重
要因素。相比之下，自己在家做
饭能够更好地控制食材的选择和
烹饪方式，保证饮食的健康和营
养均衡。”郭红梅说，这些因素在
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共
同推动着血管疾病向年轻化发
展。“血管健康是人体健康的基
石，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
都应该提高对血管健康的重视程
度。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合
理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戒
烟限酒、保持良好心态等，定期体
检，监测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
才能有效预防血管疾病的发生，
守护我们的生命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