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专访 IDSC 主任委员、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俞云松教授

做好感染防控顶层设计做好感染防控顶层设计 重新审视病毒性肺炎相关问题重新审视病毒性肺炎相关问题
医 师 报 讯（ 融 媒 体 记 者 黄 玲 玲）“ 包 括

COVID-19 在内的病毒性肺炎，是呼吸感染性疾病

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给患者带来的伤害

以及临床所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需要我们重新审

视的地方。”在 IDSC 第九届年会“肺部感染分论

坛上，解放军总医院陈良安教授说道。此次肺部感

染专场重点放在 COVID-19 与病毒感染方面，讨

论临床救治和国内外热点问题。

解放军总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部方向群

教授表示，老年人由于

自身免疫力的下降，合

并的基础疾病多，感染

新冠病毒后，重症肺炎

发生率高。根据救治体

会，方教授表示，老年

人重症新冠肺炎一般会

经历三阶段。

第一，新冠病毒引

起的间质性肺炎阶段  需

要不同程度的呼吸支持

及皮质激素治疗，极危

重症患者甚至需要体外

膜肺氧合治疗。

第二，合并感染阶

段  由于新冠病毒对免疫

系统的打击及有创操作、

激素应用等原因，容易

并发以肺部感染为主的

各个系统的感染，而且

病原学极为复杂，值得

注意的是某些机会病原

菌成为致病原，容易被

忽略。

第三，多系统损害

阶段  由于新冠病毒可以

累及各个系统，同时老年

患者重症感染容易合并

多器官损害，因此多系

统损害的比例较高。我

们在以往新冠肺炎的救

治中也注意到，极危重

症新冠肺炎多发生没有

接种新冠疫苗的老年人，

目前也观察到，感染新

冠病毒康复后的老年患

者再次感染新冠病毒后，

危重症的比例较低。

解放军总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部佘丹阳

教 授 介 绍，COVID-19

相 关 毛 霉 病（CAM）

是 COVID-19 最为严重

的继发感染类型之一，

以 鼻 眶 脑 感 染 最 为 常

见，根据印度的统计，

CAM 患者 6 周病死率为

28.6%，12 周 病 死 率 为

32.2%，累及脑或肺时死

亡率最高。有糖尿病基

础和使用糖皮质激素增

加 COVID-19 患者罹患

CAM 的风险，存在糖尿

病之外的基础疾病（包

括实体器官移植）、重

症 新 冠、 早 发 CAM 等

增加CAM的死亡风险。

导致新冠病毒感染

患者对 CAM 易感性增

加的原因较为复杂，包

括患者原有糖尿病等基

础 疾 病、COVID-19 治

疗过程中使用糖皮质激

素，以及新冠病毒感染

导致机体免疫失调、生

理屏障破坏和内环境失

衡等。有研究结果显示，

新冠患者可能存在与激

素治疗无关的抗毛霉免

疫缺陷。

CAM 主要发生在新

冠感染后 3~4 周，临床

和影像表现与其他 CAM

相似，早期识别有赖于

对高危宿主的警惕和及

时评估。在 COVID-19

的治疗中，严格控制血

糖和加强糖皮质激素使

用 的 管 理 是 预 防 CAM

最重要的措施，但不建

议 对 COVID-19 患 者

进 行 预 防 性 抗 真 菌 治

疗。以及时有效的抗真

菌治疗和积极的外科手

术治疗为核心的内外科

综合治疗是改善疗效、

降低 CAM 死亡率的有

效途径。

老年重症新冠感染救治要点老年重症新冠感染救治要点

警惕新冠后毛霉病感染警惕新冠后毛霉病感染

完善感染病防控体系建设
随着新冠病毒感染调

整为“乙类乙管”，三年的

新冠疫情防控正式进入一个

新阶段。回顾疫情防控带来

的启示，俞教授表示，一方

面，我们又一次亲身体验了

感染病学科和感染防控体

系建设的重要性，不仅关系

到人民生命健康，也关系到

整个社会、国家的安全和稳

定。因此，目前对于感染

病学科和感染防控体系建

设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感

染病学科建设的一些短板，

如救治能力亟待进一步提

升，如何早期判别重症风

险，尽早控制感染，减少

重症发生，是感染科医生

需要去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因此，提升感染医生队伍

诊疗能力非常重要。

事实上，新突发传染

病随时会出现，需要加强对

新突发传染病的预警和及

时发现，进一步完善感染

病防控体系。“我们不能

仅依赖疾控来发现传染病，

而应将社区、医院与疾控

一体，才能做构筑牢固的

新突发传染病防控体系。”

除 新 突 发 传 染 病，

病原菌耐药问题依然是不

容忽视的全球性问题。据

2022 年《柳叶刀》文章报

告显示，2019 年全球预计

127 万人死亡直接归因于耐

药性；有 495 万人死亡与细

菌 AMR 相 关， 而 2019 年

全球艾滋病病毒 / 艾滋病

死亡人数是 68 万。

我国 2022 年耐药菌监

测报告也提示，我国的耐

药问题依然严峻。目前碳

青霉烯耐药阴性菌尚未出

现明显下降趋势，尤其在

疫情期间，碳青霉烯耐药

阴性菌快速增加，需要重

点关注碳青霉烯耐药肺炎

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

和铜绿假单胞菌等碳青霉

烯耐药阴性菌问题。

此外，目前主要耐药

菌的流行克隆正在不断变

迁，新流行克隆不断出现，

朝着高耐药、高毒力发展，

存在社区、院内流行的交

织。在做好院感防控的同

时，需要推动社区、院内

一体化耐药防控措施。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裘佳）自从人类出现以来，感染性疾病就如影

随形，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感染性疾病斗争的历史。三年的新冠

疫情防控对我国的感染病防控体系建设和感染病学科建设带来哪些启示和

经验？疫情过后，新的历史时期下，感染病学科建设路在何方？在中国医

药教育协会感染疾病专业委员会（IDSC）年会之际，《医师报》对 IDSC

主任委员、浙江省人民医院副院长俞云松教授进行了专访。

加强科室建设与诊疗前沿探索
学科建设离不开医院

管 理 层 的 顶 层 设 计 和 支

持。作为科室主任，又是

医院管理层，俞云松教授

表示，在学科建设方面，

医院的支持非常重要，如

队伍建设和能力建设方面

都 需 要 医 院 提 供 政 策 支

持。目前，感染病学科在

DRG 支 付 体 系 中“ 亏 损

较多”，会导致绩效等方

面都较低，如果没有医院

的支持，感染病学科将无

法成长。“医院的感染病

学科建设可能需从医院战

略角度和国家战略角度出

发，不能仅看经济效益，

按照医院统一政策考核感

染病科，需在人、财、物

方面提供适当支持，推动

学科发展。”

感染病科自身建设也

非常重要，加强队伍培训，

提高整体诊治能力，并做

好亚专科的建设。“例如

在我调到浙江省人民医院

前工作的科室，感染病诊

疗方面，我们有耐药菌诊

治团队，还有基于病原细

分的诊治团队等亚专科，

在全面临床诊治能力全面

发展的基础上，每个人都

需要有亚专科的方向，才

能建立一支较强的队伍。”

“做好临床工作的同

时，临床医生要有以临床

问题为导向开展科研探索

的精神。”俞教授表示，

近一年来，感染领域在快

速诊断技术、抗感染物研

究及感染病发病机制及救

治方案研究方面快速发展，

取得很多成果。未来，新

突发传染病的发病机制、

病原及其耐药的快速诊断

技术、重大感染性疾病的

救治技术和新药物的发现

等方面仍将是科研重点。

宏基因组病原诊断技术的现在和未来宏基因组病原诊断技术的现在和未来

病原体检测和诊断  

mNGS 可在单个样本中检

测和鉴定多种病原体，具

有更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能发现罕见或未知病原体。

病原体溯源和流行病

学研究  mNGS 可 对 病 原

体进行全基因组测序，提

供更详细的遗传信息，用

于研究病原体的溯源、传

播途径和流行病学特征。

耐药基因检测  mNGS

可检测和鉴定病原体中的

耐药基因，帮助指导临床

用药和抗菌治疗策略选择。

宏基因组学研究  mNGS

可用于研究宿主微生物组

与健康或疾病间的关系。

尽管 mNGS 技术在临

床中有许多潜在优势，但

仍面临一些挑战。未来，

mNGS 技术预计将在以下方

面取得突破：（1）随着技

术的不断发展成熟，mNGS

的操作流程将更简化和标

准化，降低实验操作的复杂

性和错误率。（2）随着测

序技术进步和商业竞争加

剧，预计 mNGS 的成本将

逐渐降低。（3）未来将出

现更多自动化和智能化数

据分析工具和算法，帮助解

释和理解 mNGS 数据，提

高诊断和研究的效率和准

确性。（4）mNGS 还可应

用于其他领域，如环境微生

物学、食品安全和生物多样

性研究等。（5）通过分析

个体基因组、转录组、蛋白

质组和微生物组等信息，可

为疾病个体化预防、诊治提

供更精准有效的方法。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则伯）快速准

确病原诊断是有效治疗和精准防控感染性疾

病的关键环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周华教授在 IDSC 第

九届年会上介绍了宏基因组病原诊断技术在

临床的应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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