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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P2023 大连召开

PCCM专科医师是内科危重症主力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

者  尹晗  王丽娜  张玉辉  

荆冰  刘则伯  王璐 杨瑞

静）6 月 15~18 日， 中 国

医师协会 2023 年呼吸医

师 年 会（CACP2023） 在

大连举行。本次会议是三

年新冠疫情后，首次全国

性大规模呼吸领域的线下

学术会议。

呼吸学科迎来崭新局面
今 年 大 会 主 题 定 为

“建设现代内科危重症医

学体系，夯实呼吸学科发

展基石”，以号召呼吸界

同道进一步深刻认识内科

危重症医学体系与能力建

设对于个人、科室及整个

呼 吸 学 科 发 展 的 重 要 意

义，并以切实的行动，将

我国内科危重症救治能力

推进至更高水平。中国医

师协会副会长、呼吸医师

分会会长王辰院士表示，

在新冠疫情防治工作中，

我国广大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同道发挥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彰显了英雄本色。

呼吸学科是一个令人骄傲

的学科，也是一个承担着

重要历史使命的学科。必

须以最高的职业精神和职

业素养，全身心地投入。

PCCM 是呼吸道感染性疾

病及以呼吸衰竭为代表的

多脏器功能衰竭患者救治

的最好形式。

“如今危重症医学划

分越来越细，但如果没有

最 基 本 的 PCCM 培 训，

从长远看， 它的发展将是

片面化和碎片化的。我们

不指望所有呼吸学科医生

都能在 ICU 工作。呼吸学

科医生有各自的侧重点和

特长，但一个成熟有经验

的呼吸科医生的培养，如

果没有 CCM（重症医学）

方面的知识和基础就很难

找到正确的就职方向。”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钟南

山院士指出，ICU 医生如

果不接受 PM( 呼吸医学 )

培训，也会在重症患者的

救治中显示出不足。呼吸

医学在 ICU 里占据了相

当重要的比重，所以呼吸

医师协会的任务应该是三

个：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和行业的发展，PCCM 培

训应贯穿始终。希望借这

次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

分会年会为契机，进一步

夯实呼吸和重症医学人才

培训基础，从而造就更多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人才。

向呼吸强学科迈进
“ 经 过 20 年 的 建 设

与发展，尤其是在‘国家

PCCM 规范化建设项目’

的推动下，我国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不断壮大，规

范化体系建设与呼吸疾病

防治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

高，并在三年来抗击新冠

疫情的战斗中，不负党和

人民的重托，做出了突出

贡献，充分彰显了实力。”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呼吸医师分会副会长瞿介

明教授表示，建立现代内

科危重症医学体系，夯实

呼吸学科发展基石，是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发展为

“强学科”的必由之路。

他相信，在王辰院士的带

领下，CACP 各项目专家

组、CTS 各学组定将齐心

合力，将现代内科危重症

医学体系打造得更强，促

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发

展成一个强大的学科。

“ 随 着 人 才 培 养、

科室规范化建设、行业发

展‘三驾马车’战略方针

的提出，在我国广大呼吸

同道的共同努力下，我国

呼吸学科创造了一个又一

个奇迹，也迎来了崭新的

局面。展望未来，我们除

了 要 坚 持 呼 吸 病 学 与 危

重 症 医 学‘ 捆 绑 式’ 发

展 的 方 略， 进 一 步 提 升

PCCM 中的‘CC（Critical 

Care）’水平，推动呼吸

系统疾病全病谱诊疗水平

的提高外，还要树立‘群

医学’观念，将健康照护

‘促、防、诊、控、治、

康’六字箴言落到实处。”

王辰院士说。

中国医师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于竞进，中

国医师协会副会长杨民，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

主任计立群，大连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李大民，大连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大

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赵作伟，大连医科大学党

委书记刘晓东等领导及专

家莅临会议并致辞。

医师报讯 ( 特约通讯员 吴司南 融媒体记者 刘则伯 ) 自 20 世纪 50 年代首个重症

监护室（ICU）成立于丹麦哥本哈根以来，危重症照护需求显著增长，国际先进国

家医院床位中 ICU 床位占比已超过 16%。2012-2021 年，我国 ICU 床位数由 2 万余

张迅速增长至 6.7 万余张，亦体现了危重症照护需求的迅速增加。新冠疫情暴发后，

危重症救治能力短板被暴露，警示呼吸界同道我国危重症照护能力尚显著不足。危

重症照护已成为当前医学领域突出的、未被满足的健康需要。

如何解决这一突出的未满足的健康要求？王辰院士认为，必须建设现代内科危重

症医学体系，夯实呼吸学科发展基石。

呼吸学科与危重症照

护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

是内科危重症的主力。

危重症是以脏器功能

监测和衰竭为核心技术的，

而脏器之中突出的、专业

性最强的就是呼吸衰竭的

救治和呼吸支持。呼吸学

科在原发病的诊治、呼吸

生理的理解、呼吸支持技

术的应用、感染的鉴别诊

断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专业

优势。

PCCM 专科是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融合的产物，

是迅速增长的危重症照护

需求催生出的现代呼吸学

科框架，从学理上来讲，

呼吸病学的现代形式就是

PCCM 专科，呼吸与危重

症捆绑发展是大势所趋，

在 PCCM 中 的 “CC”，

即 危 重 症 照 护（Critical 

Care）尤其需要加强。在

美国 PCCM 专科医师已成

为内科危重症照护的“主

流力量”，为呼吸系统疾

病患者以及危重症患者提

供核心医疗照护，并担任

内科重症监护室的负责人。

近年来，我国 PCCM

专科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大部分医院已将呼吸科更

名为呼吸与危重症医科，

以 PCCM 专培、专修、单

修项目为核心的人才培养

工作和以 PCCM 科规范化

建设项目为核心的科室建

设工作均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然而，我国 PCCM 专

科建设中危重症照护能力

距离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

大差距。

在 PCCM 专培上，个

别专培基地的教学规模与条

件仍未达标，存在 ICU 专

培师资不足、ICU 轮转强

度不足、危重症相关技能培

训不足等突出问题。而在

PCCM 规建工作中，“CC”

相关的建设内容占比仍偏

低，部分规建单位的危重症

照护条件与能力成为 PCCM

科建设中的“短板”。

2023 年 呼 吸 学 科 发

展 工 作 重 点 为 整 体 加 强

PCCM 专科危重症照护能

力，呼吸学科将开展一系

列针对针工作提升“CC”

的能力。

其 中，2023 年 PCCM

专培结业考核将加大“CC”

部分比重，并将以“CC”

培训能力与质量作为重点

对专培基地进行评估复核。

PCCM 科规建项目将对建

设及评定标准进行修订，

增 加“CC” 相 关 内 容 及

权重，并在今后的初评、

复评中严格审查规建单位

“CC”能力。

呼 吸 学 科 应 统 一 思

想、扎实行动，各领域均

需全面加强对本领域中危

重症的规范化处理与救治

能力建设，切实提升呼吸

学科危重症照护能力，将

PCCM 科主导下的 MICU/

RICU 建 设 成 为 Golden 

ICU，培养足以承担危重

症照护任务的 PCCM 专科

医师，彻底改变对呼吸衰

竭等危重症不会治、不让

治的局面。

建设现代内科危重症医学体系建设现代内科危重症医学体系
夯实呼吸学科发展基石夯实呼吸学科发展基石

PCCM专科医师是内科危重症主力

“CC”短板待补齐

以实际行动加强呼吸学科危重症照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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