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 圳 市 呼 吸 疾 病 研

究所陈荣昌教授等在《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年度进展

（2022—2023）》中介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临床研

究开始从多个维度探索慢阻

肺的表型特征，新的治疗靶

点、循证医学证据和观点、

策略不断涌现。

多因素影响慢阻肺发病  

慢阻肺的患病率居高不下，

吸入有害气体或颗粒物是公

认的危险因素，随着研究深

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整

个生命过程中增加发病风险

的 广 泛 因 素。2022 年《 柳

叶刀·呼吸病学》报道，男性、

体质指数低于 18.5 kg/m2 是

慢阻肺的重要风险因素。来

自澳大利亚的研究显示，极

早产至中期早产与包括慢阻

肺在内的阻塞性肺功能障碍

有关，这种影响至少持续到

60岁，并且与个人吸烟有关。

慢阻肺诊断亟待强化  

慢阻肺在基层医疗机构中

诊断不足是全球普遍性的

问题。如何有效利用医疗

资源在低 - 中收入国家筛

查慢阻肺、减轻疾病负担

是更为迫切的问题，全球

大部分慢阻肺的患病率和

病死率都发生在这些国家。

在低、中收入国家和地区，

必须重新评估慢阻肺筛查

工具的阳性预测值和阴性

预测值，同时在重新筛选

中确定每个病例的资源使

用或成本，这是未来转化

研究的重要目标。

各种筛查方法都需经过

肺功能检查结果来确定慢阻

肺临床诊断，而定量责任评

分可通过识别遗传信号预测

慢阻肺患病风险。已有研究

证实基于机器学习的表型方

法能有效预测慢阻肺的遗传

易感性，并提供疾病风险的

连续指标，表征疾病异质性，

但是为训练机器学习模型需

要医学专家提供准确的疾病

严重程度标签，昂贵且耗时。

细分表型  指导慢阻肺

精准化诊疗  慢阻肺的临床

表型具有多维度特征，如

疾病演变轨迹、急性加重特

征、影像学表现等，与慢阻

肺综合评估又有一定交叉。

通过表型研究对疾病进行分

类有助于指导精准化治疗，

是慢阻肺领域研究热点，已

有大量不同角度的有价值的

研究结果问世。GOLD 2023

将 ABCD 评估工具修订为

ABE 评估工具。

近年来，靶向炎症介

质的治疗、合并糖尿病患

者的降糖治疗、非药物治

疗、环境干预等方面均有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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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呼吸学科年度进展盘点（一）

笃行不怠  重磅研究成果接连发布
在我国，呼吸系

统疾病是常见、多发

性疾病，包括慢阻肺、

哮喘、肺癌等，且死

亡率及疾病负担均位

居前列。除常见的呼

吸慢病外，2023 年新

冠、流感、支原体等

呼吸系统感染也多次

登上热搜，引发各方

关注。各类呼吸系统

疾病严重威胁了人群

的生命健康。面对呼

吸系统疾病的威胁，

呼吸学界又有哪些最

新的应对手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瞿介明教授

等在《呼吸感染性疾病诊

治年度进展 2023》中指出，

肺炎常见病原菌的耐药性

持续增加、结核病的发病

率上升且防治进程放缓、

病毒流行导致真菌感染性

疾病增加等。过去一年，

在致病机制认识、检测技

术革新、新型抗菌与抗病

毒药物的开发、疫苗的基

础与临床研究、预防和康

复手段等领域有众多重磅

研究成果发表。

呼吸系统感染形式不

容乐观  社区获得性肺炎

和医院获得性肺炎病原谱

的梳理及更新显示，近十

年来，我国 18 岁以下儿

童和青少年最常见的重症

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最主要

病原体为呼吸道合胞病毒

（21.30%）和肺炎链球菌

（12.61%）而老年人中多

为铜绿假单胞菌（15.37%）

和流感病毒（10.94%）。

住院患者医院获得性肺炎

发 生 率 为 3.22%~5.22%，

误吸仍是诱发医院获得性

肺炎的重要因素。病毒感

染持续流行导致真菌感染

性疾病的激增。据报道，

流感相关的肺曲霉病和新

冠的肺曲霉病的发病率分

别为 20% 和 15%，且两者

的病死率高达 50%。此外，

新冠流行造成结核病患者

就诊延迟，影响患者诊疗

和结核病传播控制。2022

年，全球估计有 41 万人

罹患耐多药结核病或利福

平耐药结核病，然而仅有

40% 的患者（175 650 例）

确诊并接受治疗，低于疫

情 前 的 水 平（2019 年 为

181 533 例）。

感 染 检 测 的 新 思 路  

病 原 靶 向 测 序、 现 代 分

子生物技术（基因 Xpert 

MTB/RIF 检 测、 基 因 编

辑 技 术 和 γ- 干 扰 素 释

放试验）以及监督式机器

学习分类器为呼吸系统感

染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

2 月发布的《下呼吸道感

染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报告

临床解读路径专家共识》

对下呼吸道感染的具体实

践问题给出指导性意见，

规范了宏基因组二代测序

（mNGS）在下呼吸道感

染诊断中的应用场景及报

告的合理解读路径，首次

列举“不建议送检”的临

床情况。9 月发布的《成

人呼吸道感染病原诊断核

酸检测技术临床应用专家

共识（2023）》，全面介

绍核酸检测技术应用指南

及应用场景，针对急性上

呼吸道感染高危人群（老

年人、儿童、孕妇、合并

基础疾病患者等）。此外，

病原靶向测序（tNGS）技

术可检测特定病原体以及

特定基因组区域，在检测

MDR-TB 领域具有巨大

可靠性与前景。

感染诊治及预防理念

更新  在感染治疗的方面，

奥马环素作为拥有口服或

静脉剂型的新型四环素类

抗菌素，对常见的社区获

得性肺炎病原菌具有良好

的体外抗菌活性。依拉环

素可覆盖常见多重耐药菌

革兰阴性菌。

新冠感染相关药物的

研究也在持续推进中，多

个国产药在临床试验中表

现优异。针对耐药结核分

枝杆菌的感染，WHO 推

荐使用贝达喹啉、普托马

尼、利奈唑胺和莫西沙星

组成的 6 个月 BPaL/M 治

疗方案，对高度耐药结核

有着疗程短、治愈率高、

安全性好等优势。

疫 苗 接 种 仍 然 是 阻

断病毒、结核等呼吸感染

性疾病传播和预防重症最

有效的途径。结核病的预

防方面，环境细颗粒物与

结核病发病率关联研究发

现，20% 的结核病患者可

归因于 PM2.5 暴露，加强

监测和控制空气污染有利

于控制结核病的流行。

呼吸成果丰硕  但防控形势不容乐观呼吸成果丰硕  但防控形势不容乐观
呼吸感染性疾病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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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表型  指导慢阻肺精准诊疗细分表型  指导慢阻肺精准诊疗

支气管扩张症 早诊早治、合理用药  有效提升支扩患者生存早诊早治、合理用药  有效提升支扩患者生存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

肺科医院徐金富教授等在

《支气管扩张症（支扩）

研究年度进展 2023》中表

示，未来中国支扩的临床

和研究方向应着重完成以

下几点目标：探讨中国支

扩患者的临床特征及疾病

异质性，针对我国患者开

展精准医疗，助力健康中

国 2030；借助支扩联盟继

续开展多中心的临床 RCT

研究及真实世界研究，为

开展和推进更有效的临床

治疗方案赋能；总结我国

支扩治疗现有经验并不断

完善诊治规范，造福我国

患者同时也力争在国际上

发出更多中国声音。

探索支扩治疗方式  抗

生素是支扩患者治疗的重

要手段，目前仍缺乏指导临

床实践的高质量的研究指

南。国内学界对支扩的认识

和研究的兴趣正在不断提

升。我国一项多中心针对铜

绿假单胞菌（PA）感染支

扩患者的妥布霉素雾化吸

入试验证实，雾化吸入妥布

霉素可显著降低 PA 负荷，

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组织

蛋白酶、吸入性皮质醇治疗、

生物制剂治疗在支扩患者

中的应用也在探索中。

早诊早治，合理用药  

支扩伴发呼吸系统或其他系

统疾病带来更重的疾病负担

并加大了治疗难度，因而需

要更慎重地对待。西班牙一

项研显示，支扩患者合并症

发生率较高，且与住院时长

增加等不良预后有关，因此

在治疗支扩同时关注合并症

的特异性治疗，可能对于提

高支扩患者生存质量，改善

不良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有研究对比 20 年前后

支扩患者群体的临床特征

发现，随着早诊早治概念的

完善及医疗技术的进步，支

扩可在早期就得到治疗从

而得到良好控制。世界支扩

大会提出应限制支扩轻度

急性发作时的静脉抗生素

使用，鼓励在全身治疗中使

用吸入抗生素以提高细菌

清除率。支扩给患者带来了

一定程度的经济负担和精

神压力，需在临床实践中重

视患者管理。优化疾病管理，

合理使用抗生素是减轻支

扩患者经济负担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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