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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汀类药物安全性评价专家共识

他汀类药物安全性评价工作组

他汀类药物(简称他汀)降脂疗效好和心血管获益明确

已得到反复证实和充分肯定。但因其应用广泛，诸多与此药

物相关的不良反应屡见报道。正确认识和处理临床应用中

出现的他汀不良反应十分重要。2011年国内心血管病学和

临床血脂学专家针对他汀与癌症风险、肾脏损害、新发糖尿

病风险、肝脏损害和肌病等5个主要问题进行了仔细、认真

地讨论，并将专家的主要观点集中发表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11年第3期上，这对国人正确使用他汀起到很好推动作

用⋯。2012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发布他汀类说明

书需要修改的告示，再次引起人们关注他汀安全性旧o。2013

年10月中国食品药品监管总局(CFDA)发布修订他汀类药

品说明书通知，进一步提醒中国医生和患者关注他汀安全

性。最近，美国脂质协会专题就他汀安全性问题发表更新版

专家共识"j。他汀使用的潜在风险和获益已成为中国医生

和广大患者共同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为此，专家组经充分

讨论，针对目前他汀主要安全性问题及其处理对策达成如下

共识。

一、他汀与肝脏安全性

2012年FDA推荐在服用他汀前应进行肝酶检测，此后

只有当临床需要时才检测肝酶，并建议删除原有他汀药物说

明中关于“服用他汀的患者需常规定期监测肝酶”的规定。

2013年CFDA并未完全赞同FDA的建议，因此，中国医生仍

应关注他汀肝脏安全性。

1．他汀引起肝脏损害的发生率：早期临床试验及长期大

规模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均发现，他汀应用与血清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ALT)及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水平升高存在

相关性。目前认为所有他汀都可能引发肝酶增高。在所有

接受他汀治疗患者中，约1％～2％出现肝酶水平升高超过

正常值上限3倍，停药后肝酶水平即可下降。

在一项包含9 360例药物警戒数据中，他汀所致肝脏不

良反应发生风险与未服用他汀者比较增加3倍，其中以肝酶

升高为常见Mj。与他汀可能相关的肝脏损害发生率为1．2／

10万，急性肝功能衰竭发生率约为0．2／100万，提示他汀类

药物确实有罕见特异性肝损害。5 J。这些结果来自回顾性研

究，存在着数据不全面、因果关系只是推测、不能再次给药验

证等缺陷。

2．肝酶增高的机制及预后：肝转氨酶的升高在技术上并

非“肝功能检验”中的异常指标，所以单一的轻中度肝酶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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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即不伴胆红素的升高)并不反映药物真实的“毒性”。肝

转氨酶的升高仅代表肝细胞内酶的释放，并不是评价肝功能

的明确指标。能准确评价肝功能的指标包括白蛋白、凝血酶

原时间以及直接胆红素。因为单一的ALT和(或)AST升高

并不具有临床意义。

他汀致肝酶升高机制仍不清楚，可能是因该类药物引起

肝细胞膜结构改变而导致肝酶的渗漏，也可能与以下一些机

制有关：(1)肝细胞内胆固醇水平下降继发性药物效应；(2)

合并脂肪肝；(3)同时使用可能导致肝酶升高药物；(4)大量

饮酒等。

3．相关禁忌证：他汀禁用于活动性肝病、不明原因转氨

酶持续升高和任何原因肝酶升高超过3倍正常上限、失代偿

性肝硬化及急性肝功能衰竭患者。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NAFLD)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患者，可安全应用

他汀。慢性肝脏疾病或代偿性肝硬化不属此类药禁忌证。

4．临床处理：美国推荐只在服用他汀前检测肝酶，此后

只有当临床需要时才检测。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是约有

2 000万人患有慢性乙型肝炎，他汀的肝脏安全性仍最值得

临床医生关注胪引。鉴于医学法律问题，除非市售他汀处方

说明书做出更改，否则目前不建议停止监测肝功能。

我国血脂异常防治指南旧1建议，他汀治疗开始后4—8

周复查肝功能，如无异常，则逐步调整为6～12个月复查1

次；如AST或ALT超过3倍正常上限值(ULN)，应暂停给

药，且仍需每周复查肝功能，直至恢复正常。轻度的肝酶升

高小于正常值上限3倍并不是治疗的禁忌证一1，患者可以继

续服用他汀，部分患者升高的ALT可能会自行下降¨⋯。

二、他汀与肌肉安全性

他汀可引起肌病，严重时偶可致命。虽然该药的此种不

良反应少见，但却直接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及预后，且可影响

患者是否能长期坚持服用他汀。

(一)肌病发生率

他汀诱发横纹肌溶解症呈剂量依赖性，发生风险约为

0．04％～0．2％，每100万张处方中的死亡率为0．15111]。少

数重度肌病也呈剂量依赖性，其发生率约为0．1％～1％【12]。

在随机对照试验中，他汀所致肌病的发生率为1．5％～5％。

然而，临床试验的人选对象，通常将具有肌病易患因素的人

群排除在外，故实际人群中的发生率可能会高些。安慰剂对

照试验结果显示，他汀引起肌痛的发生率(通常为5％)在安

慰剂组与药物治疗组之间无显著差别。接受他汀治疗的患

者出现肌炎及严重的横纹肌溶解是罕见的，且往往发生于合

并多种疾病和(或)联合使用多种药物的患者。因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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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相互作用相对较小的他汀，可能降低肌病风险。

(二)发生机制

他汀肌毒性的确切机制还不清楚，可能机制包括：(1)

引起肌细胞线粒体内的辅酶Q，。缺乏，细胞代谢紊乱；(2)抑

制甲烃戊酸通路的中间产物异戊烯类的生物合成，影响细胞

内信号传导通路中多种蛋白转录后修饰或激活；(3)抑制异

戊烯焦磷酸合成，影响硒代半胱氨酸一tRNA的异戊烯化，使

硒蛋白合成减少。

(三)易患因素

临床实践和试验中观察到他汀相关肌病的易患因素有：

(1)高龄(尤其大于80岁)患者，女性多见。(2)体型瘦小、

虚弱者。(3)多系统疾病(如慢性肾功能不全尤以糖尿病性

肾功能不全多见)。(4)多种药物合用。(5)特殊状态如感

染、创伤、围手术期、强体力劳动。(6)合用特殊药物或饮食

(如酗酒)。他汀主要均经过肝脏细胞色素(CYP)P-450酶

系代谢，能抑制CYP3A4酶活性的药物理论上可阻碍他汀代

谢，提高他汀的血药浓度，增加肌病发生的风险。这些药物

主要包括奈法唑酮、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吡咯类抗真菌药、环

孢霉素、维拉帕米、胺碘酮、蛋白酶抑制剂等及大量西柚汁

(>1．14 L／d)。(7)他汀用量：临床研究和荟萃分析结果显

示，大剂量他汀较小剂量他汀导致肌酸激酶(CK)严重升高

(>10倍ULN)的风险明显增加。(8)特殊人群：甲状腺功

能减退者、曾有CK升高史、既往服用降脂药物有肌痛史或

肌肉症状家族史以及治疗过程中出现无法解释的肌肉痉挛

等。(9)遗传因素：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181(OATPlBl)因

单核苷酸多态性引发功能缺陷，可导致他汀药效和毒副作用

存在个体差异，已明确为重要遗传影响因素。此外，细胞色

素P450酶系、肠P一糖蛋白编码基因和辅酶Q。。代谢相关基

因的遗传变异能直接影响他汀的分解代谢效率，造成个体易

患他汀相关肌病的差异。

(四)临床处理

仅有血CK升高而不伴肌痛或肌无力等其他肌损伤证

据，并非他汀所致肌损伤。而出现肌无力或肌痛时，即便CK

正常也提示他汀诱发了肌损伤。发生上述情况时不建议行

肌活检。目前国内外指南建议在开始他汀治疗前检测CK，

治疗期问定期监测旧J。在服用他汀类药物期间出现肌肉不

适或无力症状以及排褐色尿时，应及时监测CK。如果发生

或高度怀疑肌炎，应立即停止他汀治疗。其他情况的处理如

下：(1)如果患者报告可能的肌肉症状，应检测CK，并与治

疗前水平进行对比。由于甲状腺功能低下患者易发生肌病，

因此，对于有肌肉症状的患者，还应检测促甲状腺素水平。

(2)若患者有肌肉触痛、压痛或疼痛，伴或不伴CK升高，应

排除常见的原因，如运动和体力劳动。对于有上述症状而又

联合用药的患者，建议其适度活动。(3)当患者有肌肉触

痛、压痛或疼痛，CK不升高或中度升高(3～10×ULN)，应进

行随访、每周检测CK水平，直至排除了药物作用或症状恶

化(应及时停药)。如果连续检测CK呈进行性升高，应慎重

考虑减少他汀剂量或暂时停药。然后决定是否或何时再开

·89l

始他汀类药物治疗。(4)一旦患者发生横纹肌溶解，应停止

他汀类药物治疗。必要时住院进行静脉内水化治疗。一旦

恢复，应重新仔细评估他汀治疗的风险一获益情况。

对于曾因服用他汀出现过肌病的患者，可考虑下列方

法¨⋯：(1)更改他汀种类：对肌病易感或停用后再次接受他

汀治疗的患者，尽量选用诱发肌病可能性相对较小的他汀。

(2)调整药物剂量：大剂量他汀强化治疗过程中若出现相关

肌病，可适当减少他汀用量并严密观察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指

标变化。(3)间断给药：瑞舒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血浆半衰

期相对较长(15—20 h)，为他汀间断用药治疗提供可能。

(4)药物联合治疗：在他汀的基础上加用其他调脂药(如依

折麦布、贝特类、缓释型烟酸等)不仅能达到全面调脂的目

标，还能减少单独他汀治疗的药物用量，减少相关肌病的发

生。(5)补充辅酶QlO治疗：有研究证实补充辅酶QlO治疗

后，可改善肌病的症状，但确切疗效仍待验证。

三、他汀与新发糖尿病

2012年美国FDA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他汀可能引起血糖

异常和新发糖尿病的说明；2012年欧洲药品管理局药物警

戒工作组亦决定，所有在欧盟上市的含有他汀类药物的药品

信息中应提出警告，在产品信息中的不良反应部分增加新发

糖尿病为常见的不良反应。2013年中国CFDA关于修订他

汀类药品说明书的通知中，也要求所有他汀类说明书加入可

能引起血糖升高的相关信息。

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有增加新发糖尿病的风险，但其发

生率在临床试验报道不一。对13项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进行

分析，91 140例无糖尿病参与者，平均随访4年。共有4 278

例新发糖尿病患者，其中2 226例发生于他汀类药物治疗

组，另2 052例发生于对照组，他汀治疗组新发糖尿病增加

风险9％[14 3。将阿托伐他汀、辛伐他汀、瑞舒伐他汀、普伐他

汀、洛伐他汀5种他汀的相关临床试验单独进行分析，均显

示有新发糖尿病增加的风险，表明此现象为他汀的类效应；

亲水性他汀和亲脂性他汀在新发糖尿病上并无差异。并观

察到基线年龄与新发糖尿病风险增加强相关。在2011年

Preiss等在JAMA杂志又发表了一项荟萃分析，纳入5项强

化他汀类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共32 752例基线无糖尿病

受试者，平均随访4．9年。结果表明，与中等剂量他汀治疗

组相比，强化他汀组治疗的糖尿病风险增加12％【l“。

多数报道表明，服用他汀患者的年龄、性别、空腹血糖升

高、甘油三酯增高、肥胖如体质指数(BMI)>30 ks／m2以及

合并有高血压也与新发糖尿病密切相关‘1“。

他汀引发新发糖尿病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可能的机

制包括Ⅲ1：(1)他汀引发肌细胞、脂肪细胞、胰岛B细胞中

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导致胰岛素分泌减少，并增加外周胰岛

素抵抗；(2)脂肪细胞中胰岛素敏感性葡萄糖转运体_4

(GLUT4)的表达下调，从而增加外周胰岛素抵抗；(3)诱导

肌肉疲劳和降低肌肉能量，最终减少运动潜力和活动，从而

使能量消耗减少；(4)永久性少肌症(骨骼肌萎缩)增加胰岛

素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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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汀对心血管疾病的总体益处与新发糖尿病风险之比

是9：1，他汀类药物对心血管疾病的保护作用远大于新增糖

尿病风险。使用标准剂量他汀不仅有效降低心脑血管事件，

同时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大剂量他汀轻度增加新发糖尿

病风险，但无论是绝对风险还是与他汀减少主要心脑血管事

件相比，该风险的实际危害都很低。在适合使用他汀人群中

需要继续使用此类药，特别是对有中度到高度心血管风险的

人群及有明确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他汀应用

方案和地位无需更改。但由于在老年人群中他汀增加新发

糖尿病的风险比在年轻人群中高，特别是使用对血糖代谢可

能有潜在影响的高剂量或强效他汀类药物时，需要注意监测

血糖变化。现有数据表明，如果使用他汀对高血糖产生不利

影响，此不利效应相对较小(平均增加0．3％或更少)，可通

过调整治疗方案减少对血糖控制的影响。

当开始他汀治疗时，对未确诊糖尿病患者的建议¨“：

(1)评估糖尿病危险因素以及心血管病危险程度，而对于糖

尿病高危者，在他汀开始前筛查空腹血糖或HbAlC。(2)在

使用他汀前和治疗期间，强调饮食和体力活动对维持体质量

的重要性，旨在减少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病风险。每一次随访

观察应在标准条件(空腹、无外套、无鞋)评估体质量。定期

测量腰围。(3)依照现行指南，使用他汀降低心血管病风

险，除非患者存在禁忌证。(4)如果患者在他汀类药物治疗

过程中确诊糖尿病，强调减肥和降糖药，有指征地控制血糖

和HbAlc。适当给予饮食及行为辅导。

四、他汀与认识功能改变和神经系统损害

美国FDA及中国CFDA均要求对他汀类药物的说明书

进行修改，警告其存在失忆和意识模糊方面的不良反应。这

些不良反应并未在大型临床试验中持续出现，即使出现通常

也不严重，停药后通常会消失。这些不良反应的发作时间存

在很大差异，可出现在他汀治疗后1 d至许多年后。

(一)他汀与认识功能异常

他汀相关的认知改变较少见，目前缺乏证据表明其与稳

定性或进展性痴呆或阿尔茨海默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或相

关性。虽有文献综述提示他汀对认知、攻击及其他生活质量

方面有负面影响，但这种效应与他汀剂量或剂型的关系不清

楚。新近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在健康认知人群及痴呆患者

中，他汀药物治疗与认知减退或不良认知事件之间无显著相

关性。两项针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机试验的荟萃分析表

明：他汀类药物对认知功能无影响。系统性分析病例报告和

大型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结果提示，某些人群使用他汀类药物

与认知功能障碍之间有潜在的关联。1”⋯。

他汀即可能通过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死亡和残疾、

轻度认知障碍(MCI)、由卒中导致的痴呆及阿尔茨海默病的

发生风险，又可能诱发轻度认知障碍或更严重和永久的痴呆

症，对于以上两种他汀的影响必须进行所有相关证据的

检查。

(二)他汀与神经系统损害

病例报告及一些临床研究提示，他汀类药物可能引起神

经系统不良反应，如感觉异常、眩晕、失眠、周围神经病变、记

忆功能受损、认知功能障碍及抑郁等。HPS研究。21。超过

20 000余人参加，是迄今最大规模降脂研究，结果辛伐他汀

组11例出现外周神经病，安慰剂组则有8例，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ROSPER研究心2 o中普伐他汀治疗组未见外周神经

病的发生，对认知功能的评价和身体伤残也无影响。

(三)临床处理

美国国家脂质协会建议：他汀对有心血管事件风险的患

者有重要的健康获益，其获益远远大于认知功能障碍副作用

的风险。虽然他汀类药物的认知不良反应可能会在极少数

人中发生，但支持因果关系的医学证据不充分或根本不存

在。这些副作用真正的发生率不能被当前已有数据确定。

尽管如此，由于认知功能障碍的严重性、他汀类药物的广泛

使用和认知功能障碍的患病率较高(由于很多原因，尤其是

老化)，患者对于认知功能的主诉应该被认真对待和妥善评

估，包括在尽管已经停用他汀但症状持续存在的患者中进行

适当的神经心理测试。如果确定认知功能障碍没有其他原

因，应在仔细考虑获益风险比后停止用药。2⋯。

如患者在他汀治疗过程中出现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应

做系统性评估，以排除继发原因(如糖尿病、肾功能不全、酗

酒、维生素B12缺乏、癌症、甲状腺功能低下、获得性免疫缺

陷综合征或重金属中毒等)。如果未发现其他原因，可终止

他汀治疗3～6个月，以明确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是否与他

汀治疗有关。停用他汀一定时间后，神经病学症状没有好

转，则应根据危险一获益分析决定是否重新启用他汀治疗。

五、他汀与肾脏损害

有病例报道他汀对肾脏可能有损害作用，而大规模临床

试验中，很少观察他汀相关肾脏损害。

(一)他汀类药物不会导致与肌病无关的急性肾功能衰

竭或肾功能不全

严重的肾功能不全是他汀相关性肌病(如横纹肌溶解

症)的易患因素之一，同时，他汀所致的急性肾功能衰竭又常

常与横纹肌溶解导致急性肾小管坏死密切相关。对大规模

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进行荟萃分析时，一般不将急性肾功能衰

竭列入他汀相关的不良事件Ⅲ1。临床试验结果表明，他汀

不会增加急性肾功能衰竭发生的风险。依据美国FDA不良

事件报告系统的数据库资料显示，服用他汀患者出现肾功能

衰竭的发生率很低：服用他汀1年患者中，约有0．3／100万～

0．6／100万发生肾功能衰竭。这项报告中的1肾功能衰竭发

生率与未服用他汀者相似。美国FDA及新药申请局的数据

表明，现有他汀类药物均无明显的肾毒性瞄1。

(二)慢性肾脏疾病

对39 704例受试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他汀治疗组肾

小球滤过率的下降值比对照组少1．22 ml·min～·年～；对

于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他汀对肾功能的这种保护作用更为

明显。2“。新近发表的有关瑞舒伐他汀的临床研究

(JUPITER)关于中度慢性肾病受试者的亚组分析显示，不良

事件的发生率在患有慢性肾病的患者和未患有慢性肾病的

万方数据 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史堡!坚直蟹痘苤查!!!!生!!旦箍丝鲞箜!!塑g丛!』堡!型i!!：盟!!!坐!笪呈!!!：y丛：篁盟堡!!

患者中相似，对中度慢性肾病患者的。肾功能无不良影响拉“。

现有资料表明，他汀类药物不会导致慢性肾脏疾病。相反，

他汀类药物甚或可能延缓肾功能的减退旧⋯。

(三)蛋白尿

早在1990年就有病例报道辛伐他汀的使用与蛋白尿的

发生有关，但该报道并没有说明基线蛋白尿的水平，而且很

难确定两者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心9I。也有报道提及瑞舒伐

他汀应用伴随蛋白尿增加，但经多项研究反复证实，此种蛋

白尿为一过性，延长服用者蛋白尿可消失，即使是大剂量、长

时期服用瑞舒伐他汀，也不会对肾功能造成损害。美国脂质

协会肾脏专家组认为，尚无确凿的证据证实，他汀类药物与

蛋白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2⋯。

有研究认为，他汀类药物可能是通过抑制受体介导的胞

吞作用来阻碍近端肾小管对蛋白的重吸收作用，导致蛋白尿

的发生懈J。所以，他汀所引起的尿蛋白应是一种类效应。

(四)在慢性肾脏疾病中的应用

现有的荟萃分析还发现：他汀可减少慢性肾病患者的死

亡率和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但对透析患者不带来或少有获

益，而对肾移植患者的效果不确定。Cochrane荟萃分析收集

了26项(孔=25 017)他汀与安慰剂比较的随机对照试验和

拟随机对照研究，评估他汀治疗未接受肾脏替代治疗的慢性

肾脏病患者的利与弊。结果表明，他汀对慢性肾脏疾病患者

的。肾功能无不良影响，他汀在慢性肾脏病人群中使用是安全

的，且不同种类他汀在慢性肾脏病患者肾功能的影响方面无

差异。

(五)临床处理

美国脂质协会建议：(1)启动他汀治疗前评价肾功能，

但在治疗期间，不必因观察不良反应而常规进行血清肌酐和

蛋白尿的测定。(2)他汀治疗时，如果血清肌酐升高，而无

横纹肌溶解征象，一般不需中断他汀治疗。但在某些病例，

需要按照处方信息调整他汀剂量。(3)他汀治疗时意外出

现蛋白尿，不需中断他汀治疗，也不必调整他汀剂量。应努

力寻找原因，视情况依据具体他汀处方信息调整他汀剂量。

(4)慢性。肾脏疾病不是使用他汀的禁忌证。然而，应根据。肾

功能不全的严重程度调整某些他汀剂量。另外，荟萃分析显

示，肾移植和透析患者使用他汀治疗是安全的。

他汀是当今人类应用最为广泛的药物，大量的文献报道

了临床所见他汀服用者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其中部分不良

反应可能与他汀直接相关。认识和防治他汀相关的不良反

应非常重要，即可减轻患者因服他汀带来的痛苦，也有助于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患者长期坚持服用他汀所产生的

临床获益提高。他汀所产生不良反应不仅与个体遗传基因

有关，也与患者同时服用的药物(或食物)所产生的相互作

用关系密切。他汀从吸收开始，到肝摄取、代谢，并最终从肝

脏消除后进人体循环或者胆道，其在机体内经历了复杂的代

谢转归。为了尽可能降低他汀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对于中国

人，所有他汀均采用较小剂量开始治疗依然是最明智的做

法㈨。

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董吁钢 郭艺芳

李勇 李建军廖玉华陆国平刘梅林彭道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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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健康服务：新起点心健康

．消。息．

良好的健康状况是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WHO提出每个人都应该获得所需的卫生服务且不会因此而陷入

贫困。为了更好地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目标，不仅需要不断提高的医疗知识和技术，而且需要更经济高效，覆盖面更广的医

疗服务方式。为此，2014年第25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亚太心脏大会暨国际心血管病预防与康复会议以“电子健康服

务：新起点心健康”为主题，探讨电子健康服务对传统医疗服务模式的革新及其可应用性，强调提高医疗质量和效率，建立心

血管疾病方便快捷、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系统；提倡以人为本的医疗模式，实现高质量高效率的医疗服务，将有限的医疗资源

用于最广泛的人群，使患者真正享受到现代科学技术带给他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本次大会于2014年10月15—19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大会设13个会议领域，400多个会节。来自国际顶

级心脏专业学术组织通过19个联合论坛，从最新指南到进展荟萃，从实践病例到重大试验，多角度展现了国际心血管领域的

资讯和研究；此外，国际介人领域和外科专家汇同我国知名学者联合进行了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心外科手术及左心耳封

堵等系统讲解或手术演示。以独立会议形式呈现的“心血管病预防与康复”则从概念、技术、进展配合实例操演和工坊等；“临

床研究、指南与实践”则从国际到国内，从研究到共识，多角度阐述和解读适用于我国的临床指南。传统的基础研究、心血管

病预防、冠状动脉疾病、心律失常等通过18种会议类型精彩呈现最高水平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大会邀请了国内外知名学术组

织的专家学者到场交流、演讲，与众多参会代表共同学习。

本次大会学术委员会首次与JACC、《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等联合征文，共录用英文摘要1 082篇，中文摘要1 110篇，是历

年收稿和录用最多的一届，录用的英文摘要将在JACC出版增刊，这是目前中国唯一在国际知名期刊出版摘要增刊的大型学

术会议。中文征文由《中华心血管病杂志》汇编成册，万方数据库收录。本届大会有22位作者角逐长城青年医师奖暨

CNAHA青年研究者奖，28位青年学者参加英文演讲比赛，首次举办的主持壁报有192篇摘要现场交流，1 094篇电子壁报在

壁报区供浏览、学习。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ACC联合论坛是在长城会举办的第10年，会议呈现双方改善心血管保健及全球心脏健康方面的

良好合作，举办了重点讨论电子医疗服务并纪念ACC 10周年活动。ESC联合论坛重点展示今年ESC大会上的关键信息和重

要的临床试验结果。AHA与长城会联合论坛探讨心房颤动，交流最新研究成果，分享心血管急救领域的知识，举办基本生命

支持和高级心血管生命支持等主题方面的培训活动。WHF前主席Sidney C，Smith教授与我国预防与流行病学界学者探讨心

血管病预防指南、疾病负担及运动训练等问题。

本届大会丰富内容，为中国心血管专家提供众多的学习机会。衷心希望长城会成为大家共享科研成果，交流心得体会的

国际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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