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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离血瓜人群计算机舌象特征

与中医症状的流行病营调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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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临界 高血压是具有向正常和 高血压双向发展的中间状 态
。

本研究着重从计算机舌 象

特征和 中医症状方 面对临界高血压进行 了和正常人
、

高血压病 的对比调查研究
。

研究发现水湿
、

气

虚和阳虚在临界高血压 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

说明高血压发病过程存在化虚化寒化 湿的病理 变化
。

关键词
∋ 临界高血压 计算机舌 象特征 证候 流行病学

高血压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

是冠心病和脑卒中重要的危险因素
。

高血压在临床上

分为确诊和临界高血压两种类型
。

一般高血压危险因

素研究只是包括确诊的高血压
,

而对临界高血压则重

视不够
,

中医在这方面的研究就更少
。

从 ∀! !& 年 # 月

到 ∀ ! ! & 年 ( 月与同仁医院体检科合作
,

对北京市的

部分集体体检�公务员 ∃人群进行年度体检
,

本研究即

其中针对临界高血压所作的总结报告
。

一
、

材料与方法

 
)

研究对象
∀ ! ! & 年 # 月   日至 一∗ 月 ∀ ! 日

,

由北京同仁医

院进行集体健康体检的北京市某单位职工
,

时间从

收稿 日期 ∋ ∀ ! !+
一  ∀ 一   

修回 日期 ∋ ∀ ! ! , 一 ! ∀ 一 ! −

∀ ! ! & 年 # 月   日到 一 月 ∀ ! 日共体检 ∀  批
,

共计

约 ..+ 人
,

包括离退休老干部和在职工作人员
。

其

中男性 占 − &
)

./
,

女性占 &−
)

∀ /
,

年龄最小者 ∀!

岁
,

最大者 . 岁
,

平均年龄为 +∀
)

,# 土 (
)

.& 岁
。

临

界高血压的诊断标准采用 0 1 2 3 45 1
,

 ##& 年标准
∋

舒张压在 #!
一
#, 6 6 1 7

,

和 �或 ∃ 收缩 压在  +!
8

 −! 6 6 1 7
。

在本次调查的 . .+ 人中
,

共发现临界高血

压 , ! 例
,

其中男性占 .+ /
,

女性占为  − /
。

在年龄

分布上
,

年龄最小者 ∀− 岁
,

最大者 .! 岁
,

平均年龄

为 + ∀
)

+ − 土  ∀
)

!  岁
。

∀
)

研究方法

采用症状间卷调查和数字舌象信息采集相结合

的方法
。

首先让体检者填写中医症状问卷
,

然后用

数码相机拍摄体检者的舌象
。

采用北京工业大学信

号信息处理试验室研制的数字化中医舌象分析仪

能京中医药大学大学生科学技术研究基金中医基础研究课题
∋ 临界高血压人群的计算机方案特征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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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 软件拍摄和

处理舌图
。

临界高

血压
、

正常人和高

血压体检各指标
、

舌象计算 机处理

结果及其症状采

用在性别 和年龄

区组基础上  ∋  

表 ∗ 正常人
、

临界商血压和商血压的中医舌象各指标比较�Κ 上 Λ∃

组别

正常人

临界高血压

高血压

Μ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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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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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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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士 !
)

!# ,

苔裂纹指数

!
)

 + & 士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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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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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注
∋ ▲ 高血压 Ν 值高于正常人和 临界高血压 �Π Θ!

)

!, ∃ � 临界 高血压 Ο 值显著高于 高血 压和正

常人 �Π Θ!
)

!, ∃ ) 临界 高血压 舌湿度显著高于 高血压和 正常人 �Π Θ!
)

!, ∃

相互配对的研究方法
。

&
)

统计 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  ∋  配对的 9 检验
,

症状

计数资料采用 Μ Κ Ρ 四格表统计方法
。

二
、

结 果

 
)

正常人
、

临界高血压和 高血压的 中医

舌象研究
∋

三组之间的舌质颜色 Μ Ν Ο 值及其湿度
、

裂纹指数比较如表 ∗所示
∋
正常人

、

临界高血

压和高血压比较
,

Μ 值在三组之间无显著差

异 �ΠΣ !
)

!, ∃
。

而高血压 Ν 值高于正常人和临

界高血压 �Π Θ !
)

!, ∃
,

临界高血压舌象 Ο 值和

湿度显著高于高血压组和正常人组
,

裂纹指

数以临界高血压最低
,

但无显著差异 �ΠΣ

!
)

! , ∃
。

∀
)

正常人
、

临界高血压
、

高血压和体重指

数的关 系
∋

各组 的体重 指 数分 别 为
∋ 正 常人 群

∀ +
)

 % 士 &
)

!  
,

4冶界高血压人群 ∀ −
)

+ % 士 ∀
)

#  
,

高血压人群 ∀,
)

.% 土 &
)

−&
,

临界高血压人群和

高血压人群都显著高于正常人群 �Π Θ!
)

!, ∃
,

肥胖人数比较
,

各组之间也有与此相同的趋势
。

&
)

正常人
、

临界高血压和 高血压症状的研究

表 ∀ 临界高血压与症状分布的关系

正常
一 临界

一

高血压频 次递增的症状 临界高血压频次最高的症状

四肢发凉 脉搏跳动微弱

比一般人怕冷 平 时体温低

不喜欢冷饮或冷食 空腹时有乏力感

容易疲劳 常有盗 汗

每年感冒两次以上 奔跑时有震水音

容易出现消化不好的症状 容易晕车

食欲差 洗澡后感觉乏力

舌的两边有牙齿压迫的痕迹 苦夏

感冒时 间较长

咽部有堵塞感

情绪激动 时脸涨红

经常头痛

精力差

皮下毛细血管显露

舌有瘫斑

大便色黑

月经周期 不 固定

口 干渴 爱喝水

经常身体疼痛

经常心慌或者心跳快

常有眼皮跳动

耳鸣

三
、

讨 论

各组症状按照频次整理统计
,

高血压两组之间

经过 ∀ Κ Τ 四格表卡方检验
,

结果发现临界高血压

症状频次处于正常人和高血压症状频次之间
,

并且

是从正 常人到临界高血压再到高血压依次升高的

各症状如表 ∀ 左所示
,

临界高血压症状频次处于三

组症状频次最高者如表 ∀ 所示
。

一般高血压危险因素研究只是包括确诊的高血

压
,

而对临界高血压则重视不够
,

中医在这方面的

研究就更少
。

实际上
,

临界高血压可以看作是正常

人和高血压的中间状态
,

其与高血压相关的保护因

子和危险因子并存
,

而其转归预后则取决于病人体

内及其生活环境中这些保护 因子和危险因子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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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结果
。

一般而言
,

临界高血压可以看作是正

常人和高血压的中间状态
,

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
,

亦可发展为确诊高血压病
。

从中医舌象研究
,

Μ Ν Ο 模式又称 Μ Ν Ο 色空间
,

是一种加色法模式
,

通过 Μ
、

Ν
、

Ο 的辐射量
,

可描述

出任一颜色
。

计算机定义颜色时 Μ
、

Ν
、

Ο 三种成分

的取值范围是 ! 一 ∀ ,,
,

! 表示没有刺激量
,

∀ ,, 表示

刺激量达最大值
。

Μ
、

Ν
、

Ο 均为 ∀ ,, 时就合成了白

色
,

Μ
、

Ν
、

Ο 均为 。时就形成了黑色
。

本研究显示
,

正

常人
、

临界高血压和高血压 比较
,

Μ 值在三组之间无

显著差异
。

而高血压 Ν 值高于正常人和临界高血压

�Π Θ!
)

!, ∃
,

临界高血压舌象 Ο 值和湿度显 著高于

高血压组和正 常人组
,

说明在高血压发病的过程

中
,

舌质颜色绿
、

蓝色逐渐加重
,

提示有血癖加重的

可能
。

从舌苔的指标上看
,

临界高血压的舌中湿度

最大
,

裂纹指数最小 �无显著差异 ∃
,

说明临界高血

压存在水液停滞的代谢异常状态
。

另外
,

临界高血

压人群和高血压人群的体重指数和肥胖发生率都

显著高于正常人群
。

近年来研究发现
,

高皿压不止

是血液动力学的变化
,

而且伴有明显 的代谢变化
,

包括有胰岛素抗性 �=
( 5 Ω ∗=( ≅: 5 =5 Α< ( : :

∃
、

糖耐量下降
、

高胰岛素血症
、

极低密度脂蛋白增高及高密度脂蛋

白下降等
,

目前
,

大量 的研究兴趣投在胰岛素抗性 3

高胰岛素血症上
,

认为它可能是联系肥胖与高血压

的共同机制 川
。

根据  ! 版 《实用内科学》的分类标

准
,

原发性高血压的中医证候分为四类
,

即阴虚阳亢

型
、

肝肾阴虚型
、

阴阳两虚型和痰湿中阻型
。

有关文

献报道
,

痰湿中阻型是最主要 的证型
,

占 +&
)

#% / ‘∀ ’,

可能与临界高血压时期的水液代谢异常有关
,

有关

胆 固醇和甘 油三脂的研究结果和肥胖人在临界高

血压中占显著多数也可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中医
“

胖

人多湿
”

的观点
。

而从症状上也能反映类似的问题
,

如
“

奔跑时有

震水音
” “

舌 的两边有牙齿压迫的痕迹
”

等在临界高

血压人群 出现频次最高
。

本次调查的症状研究尚初

步显示
,

上述主要证型 的症状出现频次较高
。

如阴

虚阳亢型或肝肾阴虚型 的症状有
∋
常有盗汗

,

咽部

有堵塞感
,

情绪激动时脸涨红
,

经常头痛等 Ξ 容易头

晕
,

月经周期不固定等
。

更值得注意的是
,

临界高血

压中尚存在大量 的气虚或阳虚 的症状
,

如
“

体温

低
” , “

洗澡后感觉乏力
” , “

脉搏跳动微弱
” , “

感冒时

间较长
” , “

精力差
” , “

经常心跳快或者心慌
”

等等
。

在正常人
一
临界高血压

一
高血压的发展过程中

,

一

些 阳虚症状如
“

四肢发凉
” , “

比一般人怕冷
” , “

不喜

欢冷饮或冷食
” , “

容易疲劳
”

等等呈现 出依次增高

的趋势
,

说明高血压中并非尽是阴虚阳亢者
,

而气

虚或阳虚者并不少见
。

但因为高血压病中阳虚型所

占比例相对较低
,

故常被人忽视
。

郑峰等
【” 曾对 %!

例高血压病   期患 者进行中医辨证分型
,

结果发现

阴阳两虚者占  .
)

− /
,

邓世周等
‘+ ’
对 ∀!! 例患者临

床资料进行回顾总结
,

按中医辨证发现肝肾阴阳两

虚竟然达到 &.
)

, /
。

可见阳虚或阴阳两虚型的高血

压患者是客观存在的
。

从气虚论治高血压病 �眩晕 ∃
,

古代医籍多有论

述
,

如 《内经》载
∋ “

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
” 、 “

上气不

足
,

脑为之不满
,

耳为之苦倾
,

目为之眩
” 。

认为随着

年龄的增长
,

机体各脏器逐渐出现虚损而呈现气虚

征象
,

从而发为眩晕
。

张介宾明确提出
“

无虚不能作

眩
” ,

并进一步说明
“

眩晕
,

掉摇惑乱者
,

总于气虚于

上而然
” 。

可见
,

气虚是 眩晕 �高血压病∃发病的重要

病理基础
。

从调查症状上看
,

临界高血压常见症状

有
∋ “

容易出现消化不好的症状
” , “

空腹 时有乏力

感
” , “

食欲差
” , “

舌的两边有牙齿压迫的痕迹
”

等等

都说明这种气虚似乎与脾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

因

此
,

临界高血压具有较高血压更多的症状
。

作者认

为
,

临界高血压可能由于脾虚失于运化水谷
,

从而导

致水湿停滞
,

进而产生肥胖
,

进而形成高血压
。

但其

具体的机制
,

因本研究范围所限
,

尚待进一步研究
。

总之
,

结合临界高血压的计算机舌象结果和症

状学的研究
,

我们认为水湿
、

气虚和阳虚在临界高

血压和高血压人群中占有较大的 比重
,

提示对于临

界高血压和高血压的防治应当重视化湿和温 阳补

气的治疗方法
。

�感谢北京同仁 医院体检科王召平主任 和全体

医师的大力协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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