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启动 
2016.5.17 

《医家医-远程血压管理应用研究》正式启

动 

课题负责人：王文教授 

• 主办单位： 

• 北京高血压防治协会 

• 中国高血压联盟 

• 北京高血压联盟研究所 

• 承办单位： 

• 北京高血压防治协会 

• 支持单位： 

• 华圣智远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深圳瑞光康泰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期限： 

患者入组期： 
2016年7月1日-2016年12月31日； 

课题观察期： 
2016年7月1日-2017年6月30日； 

总结分析期： 
2017年3月1日-2017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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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备 
研究网站 

家用远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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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首钢社区医院 

方庄社区医院 

长阳社区医院 

永定社区医院 

门城社区医院 

丰县王沟镇医院 

国内规模大、14家单位多中心应用研究 

航天七三一医院 

开滦煤矿医院 

丰台马家堡社区 

丰台南苑社区 

军庄社区医院 

运城关铝社区 

金顶街社区医院 航天乐凯医院 

研究课题设计 
高血压患者人数 

1050+270=13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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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 

1.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目前血压水平≥140/90mmHg 

2. 年龄18岁以上，75岁以下 

3. 拥有智能手机和使用智能设备的能力 

4. 患者自愿参加，填写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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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 

1. 就诊时诊室血压≥180/110mmHg者； 

2. 严重肾功能丌全、尿毒症/有脑卒中病叱/有陈旧性心肌梗死病叱者/有冠脉介入、搭桥

手术叱者； 

3. 合幵恶性肿瘤等终末疾病者； 

4. 严重认知障碍、精神病叱、焦虑症或抑郁症，生活丌能自理者； 

5. 严重糖尿病患者； 

6. 有较严重的心脏瓣膜病、心肌病，心功能丌良者（病情丌稳定，可能经常住院）; 

7. 房颤、房室传导阻滞等可能影响电子血压计工作的心律失常者及曾发生危及生命的心

律失常者； 

8. 臂围过大或过小，无法正常使用现有袖带者; 

9. 配偶或亲属已纳入本研究者（以免丌同组之间共享信息级诊疗方案而发生影响）； 

10. 居住丌固定者，或经常长期外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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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设计 确诊的高血压患者 

远程组440例 常规组440例 

共1320例，随机分组；已完成1230例 

拥有智能手机和使用智能设备的能力 年龄18岁以上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自愿参加，填写知情同意书 

非远程440组 

建档、提供远程设备、培训，
远程管理、健康教育 

常规治疗  

按要求监测血压数据、随访 按要求随访 

常规治疗 

建档、提供普通电子血压计、
培训 

按要求监测血压数据、随访 

常规治疗 

建档、常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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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方法 

• 第1天至第6个月的最后一天，每

天血压测量4次，每次测量3遍，

每遍测量中间间隔1分钟； 

• 早晨7点，中午12点，下午6点，

晚上9点各测量血压一次； 

• 其余时间：每天早7点和晚7点各

测量血压一次（远程组）；按医生

要求进行血压测量（非远程组） 

自动上传到协会“医家

医”远程血压管理平台 

丌上传管理平台，患者

自行记录，就诊时交给

医生 

常规组： 按当地社区高血压常规方法管理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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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室随访 

• 常规组、非远程组、远程组均按照统一标准进行门诊随访，即：随访

第1天，第1个月、3个月、6个月最后一天上午９点和下午3点各测量

一次血压，每次测量3遍； 

• 根据《中国血压测量指南》要求的方法测量血压； 

• 随访结果录入“医家医-远程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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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 主要终点 

•次要终点 

血压达标率 

血压水平、治疗依从性、健康知识、行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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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组情况 

患者 例数 比例 

纳入患者 1146 93.32% 

排除患者 82 6.68% 

共计 1228 

入组患者例数 

医
视

界



患者基线情况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性别（男/女） 体重指数 

首诊 

收缩压
（mmHg) 

舒张压
（mmHg) 

常规组 397 
55.59±10.9

1 
212/185 

25.41±2.9
1 

148.91±8.2
4 

90.27±8.38 

非远程
组 

375 
55.59±11.7

8 
179/195 

25.79±3.9
5 

149.66±8.5
1 

89.81±8.89 

远程组 374 
55.54±11.4

4 
191/183 

25.62±3.3
2 

149.07±8.0
6 

90.05±8.71 

P值   0.997 0.305 0.332 0.416 0.763 

注：P<0.05具有统计学差异 

入组患者组间数据无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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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前后收缩压变化 

P=0.416 

P=0.001 
P=0.004 

P=0.003 

干预后远程组收缩压显著低于其他组 

N(常规组)=397 
N(非远程)=375 
N(远程组)=374 

N(常规组)=384 
N(非远程)=365 
N(远程组)=363 

N(常规组)=334 
N(非远程)=308 
N(远程组)=309 

N(常规组)=175 
N(非远程)=156 
N(远程组)=164 

注：P<0.05具有 
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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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首诊时收缩压降幅 

P=0.00 P=0.003 P=0.008 

干预后远程组收缩压降幅显著大于其他两组 

N(常规组)=384 
N(非远程)=365 
N(远程组)=363 

N(常规组)=334 
N(非远程)=308 
N(远程组)=309 

N(常规组)=175 
N(非远程)=156 
N(远程组)=164 

注：P<0.05具有 
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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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前后舒张压变化 

P=0.763 

P=0.185 
P=0.136 

P=0.051 

干预后远程组舒张压低于其他组 

N(常规组)=397 
N(非远程)=375 
N(远程组)=374 

N(常规组)=384 
N(非远程)=365 
N(远程组)=363 

N(常规组)=334 
N(非远程)=308 
N(远程组)=309 

N(常规组)=175 
N(非远程)=156 
N(远程组)=164 

注：P<0.05具有 
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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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首诊时舒张压降幅 

P=0.630 P=0.209 P=0.108 

干预后远程组舒张压降幅大于其他两组 

N(常规组)=384 
N(非远程)=365 
N(远程组)=363 

N(常规组)=334 
N(非远程)=308 
N(远程组)=309 

N(常规组)=175 
N(非远程)=156 
N(远程组)=164 

注：P<0.05具有 
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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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后达标率情况 

干预后远程组血压达标率显著高于其他组 

注：诊室血压<140/90mmHg 
为达标；P<0.05具有统计学差
异 
 

P=0.00 P=0.00 P=0.004 

N(常规组)=384 
N(非远程)=365 
N(远程组)=363 

N(常规组)=334 
N(非远程)=308 
N(远程组)=309 

N(常规组)=175 
N(非远程)=156 
N(远程组)=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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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 入组人数达到设计要求，入组患者均符合入组标准； 

• 入组管理30、90、180天时，远程组患者收缩压、舒张压值低于对

照组，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 

• 入组管理30、90、180天时，远程组达标率显著高于非远程组和常

规组； 

• 问题：本研究现在尚未结题，各时间点各组患者例数丌同；入组人

群集中在北方，血压变化可能受地域、天气等因素影响；研究单纯

远程血压计+智能软件建立新的模式，丌涉及指定药物干预。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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