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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支气管扩张症及相关疾病论坛在沪召开

中国支扩联盟成立三年  临床与科研成果斐然

瞿介明 教授瞿介明 教授 陈昶 党委书记陈昶 党委书记马延斌 副主任马延斌 副主任 艾开兴 艾开兴 院长院长 徐金富 徐金富 教授教授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陈惠 刘则伯）三年时间，可以让一个呱呱落

地的婴儿成长为活蹦乱跳的孩童。三年的“中国支扩临床诊治与研究联盟”

（简称“中国支扩联盟”，BE-China）就像这个孩童，已经开始奔跑。

6 月 2 日，2023 支气管扩张症及相关疾病论坛在上海召开。开幕式

主持人、中国支扩联盟执行主席徐金富教授上台前最后一分钟，他又捋

了一遍重要嘉宾名单。第一排来自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上海申康

医院管理中心、上海市肺科医院等全国的专家和领导已经就坐，广州呼

吸健康研究院钟南山院士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

则已经在线上等待。

这是中国支扩联盟成立以来召开的最大一次会议，得到了医学界各

方的关注。

支气管扩张症 ( 简称

“支扩”)，是一种呼吸系

统常见慢性病，但无论是

患者还是医生，对其关注

度远不如其他呼吸系统常

见疾病。在支扩的临床和

基础研究领域，亟待了解

发病现状以及发展趋势，

提升基础和临床研究水平，

同时推动新药研发以及改

善患者生活质量，提高治

疗率、降低病死率。

徐金富向 200 余位现

场参会者汇报了三年来支

扩联盟取得的成绩：2020

年 1 月 11 日成立至今，全

国 93 家三级医院加入联

盟，队列入组 8600 余例支

扩患者并进行规律随访；

2020 年 9 月开始，中国支

扩联盟陆续开展了包括急

性加重期患者治疗研究、

合并气流受限的稳定期支

扩患者治疗优化、支扩临

床特征 ICON 研究等在内

多项观察性和干预性临床

研究。

2021 年 4 月，《中国

成人支气管扩张症诊治专

家共识》发布。

2021 年 11 月， 首 部

人卫版《支气管扩张症》

医学专著发布；同时，在

《欧洲呼吸病学杂志》《电

子生物医学》《胸科》《新

发微生物与感染》等已刊

登联盟十余篇高质量临床

研究成果。

若 干 成 绩 的 取 得，

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

科医院党委书记陈昶和院

长艾开兴看来实属不易，

作为联盟的牵头单位之

一，联盟在艰难中走过这

三年，“在抗击新冠疫情

的同时，他们努力建设和

维护支扩的平台工作，任

务极其艰巨，但是成效非

常显著。系列工作推动了

支扩这一重要呼吸系统慢

病的临床规范化诊治。”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

心副主任马延斌同样在致

辞中肯定道：“以专病为

特色的中国支扩联盟的工

作，在推动支扩同质化和

规范化的整治方面做了大

量的工作，非常契合申康

中心全力推进临床研究和

临床服务相统一的理念。”

他期待联盟能够继续发挥

平台和渠道作用，拓展与

兄弟单位的互访互学，打

造高水平的专业人才队

伍，深化呼吸病学基础及

临床研究领域的合作。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主任委员瞿介明教授

强调了建支扩联盟的三个

原因。

第一，从疾病本身的

角度，支扩并不是少见病、

罕见病，在呼吸学科的实

践过程中是非常常见的一

种疾病，但也是被严重忽

视、不被重视的一种疾病，

支扩患者需要规范化和同

质化的诊治。

第二，从未被满足的

健康需求的角度。支扩患

者有健康的需求、照护的

需求、管理的需求等多方

面都未被满足。

第三，从国际化角度，

目前全球支扩临床治疗方

案和指南都来自欧洲支扩

联盟，中国需要自己的支

扩联盟，拿出中国支扩数

据、研究方案和适合国人

的诊治方案。

瞿介明认为，三年来，

中国支扩联盟的主体目标

和方向符合最初的设计和

要求，在徐金富、宋元林

和关伟杰等一批年轻的呼

吸学界后起之秀努力下，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他

希望未来能把中国支扩联

盟打造成国内学术界有影

响力的平台，多出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更好地造

福我国支扩患者。

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

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一

直非常关注和支持支扩联

盟的成长。支扩是常见的

呼吸慢病，有限的资料显

示 其 患 病 率 约 为 1.2% 以

上。国内对支扩的关注度

不及其他慢性气道疾病，

导致许多支扩患者的治疗

效果不甚理想，在患者全

程管理方面也少人问津。

王辰院士特别强调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要更多面向

人民健康未被满足的需求，

支扩的临床研究工作非常

契合这个要求。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

钟南山院士指出，支扩是

肺部感染疾病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在感染性疾病

领域占据很大比例。然而

临床医生对支扩的诊治关

注较少，缺乏标准化的诊

断和规范化的治疗方案。

随着近年来新的药物随机

对照研究用于支扩取得成

功，更多的治疗策略也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支扩

的循证医学证据也不断积

累中。钟南山院士强调，

支扩联盟的工作是卓有成

效的，也是值得期待的。

开幕式上，徐金富教

授对各位致辞嘉宾和参会

嘉宾表示感谢，并表态将

以联盟为依托，汇聚中国

数据，总结中国经验，提

出和完善支扩诊治规范，

造福中国支扩患者，力争

在国际上发出更多中国声

音。他针对中国的支扩联

盟的临床研究进展进行了

总结，并阐述了中国支扩

联盟的使命：

第一，是支扩联盟将

提升中国支扩规范诊治能

力的提升，助力“健康中

国 2030”。

第二，是探讨中国支

扩患者疾病的临床特征及

异质性，助力精准诊疗。

第三，是立足支扩中

国开展多中心 RCT 研究及

真实世界研究。

第四，是搭建国际化

的交流平台，培养新生代

支扩领军人才。

支扩联盟的工作推动

了中国支扩临床研究走向世

界，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有

关支扩临床和研究的中国好

声音在国际舞台展示。

三年任务极其艰巨  但成效显著

多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支扩联盟推动支扩临床及研究工作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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