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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张旻

 矢志不渝  做自由呼吸的守护者 
在非典期间，糖皮质

激素为很多患者保住了性

命，但因实际操作过程中

剂量、疗程等问题，产生

了一系列严重的不良反应，

使其饱受诟病。新冠袭来

之际，激素要不要用？能

不能用？如何判定激素对

新冠患者有效？一时间争

议颇多。

正在临床一线参与新

冠患者救治的张旻也苦恼

于这一问题，并开始寻求

解决方案。“外周血嗜酸

性粒细胞是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中是否使用吸入激素

的重要标志物，是否能通

过嗜酸性粒细胞的变化来

权衡新冠患者应用激素的

利弊呢？”想到这里的张

旻立即联系了在上海市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诊治

新冠肺炎的谢国钢博士，

但结果让张旻十分的沮丧，

谢国钢告诉她：“这些患

者的嗜酸粒细胞非常低，

基本都是零了。”

是 找 错 了 方 向， 还

是……？张旻在承担繁重

诊疗工作之余，挑灯夜战，

阅读文献，一边寻找新的可

能性，一边设计可行的研究

方案。正当准备另寻他路的

时候，谢国钢突然发消息告

诉张旻，新冠患者的嗜酸性

粒细胞，有了变化。“即便

是症状较轻的新冠患者嗜

酸性粒细胞也会降得很低，

但随着患者的好转，嗜酸

性粒细胞也会回升，如果

患者嗜酸性粒细胞持续降

低，这个患者大概率会发

展为重症，进入重症监护室

接受治疗 。”

基于此发现，张旻火

速组织团队，进一步分析

整理了医院发热门诊的数

据，结果与此前推测的一

样，血嗜酸性粒细胞与新

冠患者的早期诊断、重症

预测和病情转归有着密切

的关系，可作为病情监测

的良好指标。

张旻团队将这一发现

整理成论文，投递给了《过

敏科学》杂志。不久后，

张旻收到了审稿人的邮件，

“这篇论文非常有意义，

应立刻发表，让更多的医

生看到。”最终，张旻团

队的这篇论文在 6 月份正

式被发表。

从研究设计到收集数

据、整理成论文，再到见

刊发表，整个过程只有短

短的四个月。时间虽短，

但论文的分量却很重，大

量后续的研究引用了这篇

论文，这一现象也被科室

去武汉雷神山的医疗队应

用在了新冠肺炎的患者管

理中。时至今日，该论文

带来的研究成果，仍在临

床实践中被广泛应用。

出门诊、查房、管理

科室，承担教学任务，还

要开展临床和基础研究，

医教研一手抓的张旻忙得

只恨不能分身，但她却从

不觉得辛苦。

对于张旻而言，日常

的工作是紧张而充实的，

一周七天都排得满满当

当，团队成员经常被她带

得一周七天、每天 12 小

时以上连轴转。“希望有

更多的时间从事临床工

作，为患者排忧解难，也

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和团

队成员一起开展临床研

究，推动临床诊疗的进

展。”在张旻看来，临床

工作的魅力是无限的，可

以发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而通过科研，又可以

为这些问题寻求解决方

案，从而使更多患者受益。

“我刚到上海市第一

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时，时任科室主任的

周新一直扎根在支气管哮

喘疾病研究中。接触该领

域后，我发现这是一片等

待发掘的蓝海，对这片领

域充满了好奇。”张旻在

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结

合临床诊断相关问题进行

探索，为哮喘的诊断，尤

其是轻度哮喘的诊断带来

了新的思路。

在一次哮喘的全国学

组会议上，广州呼吸健康

研究院钟南山院士致辞强

调，轻度哮喘要关注诊断，

重度哮喘要重视治疗。张

旻介绍，轻度哮喘虽被冠

以“轻”之名，却是不能

承受之“轻”。由于轻度

哮喘患者症状轻，部分症

状不典型，且肺通气功能

相对正常，不易受到医生

和患者的重视，导致诊断

更为困难，极易被漏诊、

误诊。但轻度哮喘患者发

生重度急性加重的概率却

不低，接近 1/3 的哮喘死

亡发生在轻度哮喘。

在早些年，因为种

种原因，轻度哮喘诊断重

要方法“激发试验”的普

及度还不够高，而患者肺

功能又尚且正常，当时，

支气管舒张试验诊断敏感

性非常低，许多轻度哮喘

患者因此未被及时诊断和

治疗。如何让轻度哮喘患

者尽早得到确诊呢？在临

床实践中，张旻发现，有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则伯）“家里没人

做医生，你去学医吧。”一句话，将她送入了医

学的殿堂，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张旻与医学结下了不解

的缘分，深耕呼吸学科 20 余年。“被动的选择，

反而让我坚定一切是最好的安排，静待开花结果

就好。”张旻说。

2003年，还是主治医师的张旻遇到了“非典”，

她报名参加了上海市非典患者的救治工作。张旻

深知，呼吸学科是应对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挑战，守护人民健康重要的学科。新

冠初期，她再赴前线，救治患者、开

展科研，化身“拼命三郎”日夜奋战。

在第九届医学家年会期间，张旻

获“十大医学创新专家”称号。

求解争议问题

发现研究蓝海

“张大夫，我用了吸

入激素后，不喘了，但有时

还是会咳嗽，有时甚至会咳

得睡不着觉。”在出门诊的

过程中，张旻收到了很多类

似的求助，咳嗽看似问题

不大，但会严重影响生活

质量以及正常的工作生活。

在牵头多中心临床研究后，

张旻发现部分中医药对改

善哮喘患者常规治疗仍无

法解决的咳嗽具有一定作

用，目前，该多中心研究

已经顺利结题，相关论文

也会在近期发布。

呼吸学界在中国医师

协会呼吸医师分会会长王

辰院士、中华医学会呼吸

病学分会（CTS）主任委员

瞿介明的领导下，CTS哮喘

学组组长沈华浩的带领下，

学组积极推动临床与基础

研究开展，将实验室研究

获得研究成果通过临床研

究，实现临床转化，而后，

进一步总结经验，形成共

识或指南，推动临床实践

的改变。“永远走在探索

的道路上，使更多患者从

中获益。”这是张旻科研、

临床并重的最大动力。在

她看来，科研工作不该是

医生难以承受之重，而是

推动临床进步的最大动力。

作为管理者的张旻，

传承科室优良传统，对科室

临床业务能力、研究和教学

水平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

方面也毫不松懈，同时也

不断探索创新，开设专病

门诊，建立数字化登记平台，

开展诱导痰及气道炎症评

估合并症管理、移动肺功

能、精准灌洗、介入治疗

等一系列亚专业特色业务，

进一步提升了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的救治能力。

在呼吸学科众多前辈

的努力之下，无论是呼吸系

统传染病的防控，还是呼吸

慢病的防治，都取得了显著

的进展，呼吸学科是国家所

需、百姓健康所依赖的学科，

作为呼吸人的张旻也在用

实际行动承担着呼吸学科

应有的使命。

探索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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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气道功能障碍的患者，

激发试验大概率会是阳性

的。据此发现张旻团队开

展相关临床研究，最终确

认：如果患者临床症状提

示可能是哮喘，但证据不

足时，可通过呼出气一氧

化氮联合肺功能中的小气

道指标预测是否存在患有

哮喘的可能。

数据出炉，迎来认可

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质

疑的声音：肺功能中的小

气道功能指标靠谱吗？

“靠不靠谱，最好的验证

方式就是病理结果。”想

到这个证明方式的张旻，

立刻着手开始行动，对于

常规手术患者，联合胸外

科、病理科，对手术标本

边缘的正常组织收集，看

病理涂片，结果在有小气

道功能异常患者的病理标

本中观察到了小气道的痉

挛和炎症浸润。这一结果，

使得指标的准确性和研究

完善性大幅提升，最终在

美国过敏、哮喘和免疫学

会会刊发表。

文章发表后，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威

廉教授，特意发邮件向张

旻表示祝贺。同时 , 通过

肺功能单次或舒张结合呼

出气一氧化氮提高诊断的

相关临床研究结果也在

《过敏哮喘与免疫实践》

杂志发表，并被美国过敏、

哮喘和免疫学会网站作为

首页推荐论文。研究成果

提升了轻度哮喘的诊断

率，也被写入《轻度支气

管哮喘诊断与治疗中国专

家共识（2023）》中，指

导临床医生的诊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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