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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早晨量血压比下午高！早上血压高还是晚上血压高-
股识吧

一、提问：血压早上很低下午又高怎么回事?

想得到怎样的帮助：想知道血压高是怎么引起的，早上为什么血压那么低，是正常
值吗？下午3点以后血压就高了，是怎么回事，高血压高时有哪些症状，我妈妈说
自己夸气夸血，想补血，可以喝补血口服液吗？高血压应该怎么用药对身体无副作
用，前段时间血压每天高低都相差很大，高时太高，低时太低，早上太低，晚上高
，吃药也不好控制，和打舒血宁有关系吗？兑葡萄糖打的，这些问题都是我妈妈的
困扰，因自己不是医生，带妈妈去医院看医生没时间和你说这也些，希望医生能帮
帮解答？谢谢！王玉民医生 答 2022-12-01 11：11：56你说的这种种情况很少。
你自己量的血压医生不能作为调药的依旧，，建议你做过24小时动脉血压监测，然
后根据检查结果调整降压药量。
医生郑重提醒：因不能面诊患者，无法全面了解病情，医生建议仅供参考，具体诊
疗请一定到医院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二、为什么早晨血压高

因为人的身体有自己的一个生物钟，在早上的时候会分泌一些激素，例如肾上腺素
，去甲肾上腺激素等，这些激素都是有升高血压的作用的。
所以在早上的时候，尤其是10点作用的时候血压会比较高。

三、每天早上血压高是什么原因

早上起床不能扑楞一下子起来，最好醒了再咪一会儿。
要是太猛了心脏会加重负担可能引起血压上升

四、为什么早上5-6点钟醒时量血压偏高，中午血压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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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一个健康人的血压变化可以达到30~40mmhg。
对于一个患有高血压病的人来说血压的变化量可能会更大。
冬夏也有区别，季节变化都能引起血压的变化。
血压是随着情绪、休息以及天气波动的。
盛夏季节血压较秋冬偏低。
正常人血压呈明显的昼夜波动，动态血压曲线呈”双峰一谷”，即夜间血压最低，
在上午6－10时及下去4－8时各有一高峰，继之缓慢下降．中轻度高血压患者昼夜
血压波动与正常相似，但血压水平较高．早晨的血压升高可伴有血儿茶酚胺浓度升
高，血小板聚集增加及纤溶性增加等变化，可能与早晨较多发生的心脑血管急性事
件有关．

五、上午量血压和下午量有什么区别

人体血压有受昼夜影响的微小波动，一般来说清晨血压最低，然后随着时间推移逐
渐上升，到傍晚时血压最高。
但如果是自己监测血压建议做到四定：定时间、定体位、定部位、定血压计。

六、早上血压高还是晚上血压高

下午4时左右是每天血压最高的峰值时间，其次的峰值是上午10时左右，半夜睡觉
时是最低的。

七、为什么清晨测量血压偏高？如何解决？

清晨血压高是因为体内激素水平决定的，如连续三天血压一直偏高，建议吃控释的
降压药，吃药时间为每天早晨醒来时不起床就先吃药，把血压降到135/85mmHg以
下比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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