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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S2023	在重庆召开

推动呼吸危重症规范化建设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则伯 王璐）重庆是呼吸学

科的壮丽之地，先后诞生了

毛宝龄教授、钱桂生教授等

知名专家，重庆也是呼吸学

科的兴旺之地。9 月 14-17 日，

2023 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年会（CTS）暨第二十四次

全国呼吸病学学术会议在重

庆召开。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建设要有观念引领、有思考、

有行动。”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院士

指出，呼吸系统疾病对人类生

命健康影响极大，是人类历史

上造成死亡最多的疾病之一。

如何做好呼吸系统传染病的防

控是值得每位呼吸学科医生思

考的问题。呼吸学科应对整个

医学的发展进行思考，并拥有

探索前沿的能力，以便更好的

守护人类健康。“涵盖范围

广阔，疾病负担重”是呼吸

学科面临的突出问题，王辰

院士认为，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捆绑发展是解决上述问

题的最好方式。在国际，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捆绑发展

是大势所趋。科室主任在呼

吸危重症医学科建设过程中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应

着力提升危重症救治水平。

“新冠三年，呼吸学科

医生冲锋在前，直面危险、积

极应对在临床上救治了大量的

危重患者，担起了新冠疫情防

控的重任。”中华医学会呼吸

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瞿介明教授

表示，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

中，越发意识到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新冠疫

情后，呼吸学科自我剖析，全

力以赴补齐短板，提升危重症

救治水平，推进呼吸学科从大

学科变为强学科。

“在国家推行健康中国

的战略背景下，规范建设‘促、

防、诊、控、治、康’六位一

体照护体系成为医学界和呼吸

界的重中之重。”瞿介明教授

介绍，本次年会的主题是“推

动呼吸危重症规范化建设，全

方位提升危重症救治水平”，

守护人民呼吸健康任重道远，

未来要深入推进完善我国呼吸

与危重症诊疗体系和学科规范

化的建设，进一步优化呼吸学

科医疗资源布局，全方位提升

呼吸危重症救治水平。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

会候任主委曹彬教授主持开幕

式并表示，呼吸慢病的疾病负

担逐渐加重，呼吸系统传染病

的威胁仍然存在，面对严峻的

形势，呼吸人会并肩同行，共

同做好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建

设，切实守护人民生命健康。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

山指出，肺癌防治未来的

目标是精准筛查、精准治

疗、精准诊断。他表示，

肺癌已经成为世界的头号

杀手，过去 30 年，肺癌相

关的死亡人数逐年上升，

造成的疾病负担逐渐加重，

肺癌的防治效果亟待进一

步提升。钟南山院士认为，

肺癌防治的核心在于早期

发现，在窗口期阻断进展。

凭 借 目 前 的 治 疗 手

段，绝大部分早期肺癌可

以治愈、可以获得长期生

存，绝大部分的肺癌形成

是慢性的过程，在局限期

（未扩散）进行积极有效

的干预，可以彻底治愈。

肺癌在由可治愈状态变为

不可治愈状态期间，有很

长一段时间的窗口期，在

此期间进行及时有效的干

预可有效降低肺癌患者死

亡率。

目前，早期发现的金

标准是肺癌筛查，真实世

界研究显示，CT 筛查提

高早期肺癌比例，大幅降

低肺癌相关死亡，早期筛

查可降低肺癌患者 10.6%

的死亡率，而靶向药物仅

仅能降低 5.8%。

钟南山院士介绍，为

提高肺癌早诊早治率，降

低肺癌死亡率，广东省开

展 “爱肺计划”，该研究

在 2017 年 9 月 -2021 年 7

月之间，纳入 11708 例患

者，10182 例 完 成 了 第 一

轮 CT 筛查。19.2% 的受检

者发现有 5 mm 以上的肺

部结节，1.6% 的受试者通

过病理证实为肺癌（其中

93.8% 处于可切除阶段，

85.7% 处于 0/1 级）。

“传统的肺癌早筛，

一般建议高危人群进行筛

查，但现有肺癌筛查高危

人群标准敏感性不高。”

钟南山院士指出，按照现

有指南的高危人群进行筛

查，将有大部分早期肺癌

患者被漏诊。在“爱肺计

划”筛查出的肺癌患者中，

仅有 19.6% 的肺癌受试者

符合 NCCN 指南中定义的

肺 癌 高 危 人 群，55.6% 的

人符合中国的专家共识，

非高危受试者检出肺癌的

比例并不低，但早期更高。

除 肺 癌 外， 肺 结 节

也值得关注，钟南山院士

介绍，体检结节检出率在

40%~60% 之间，肺结节的

过度切除率在 20%-40% 之

间，部分人闻肺结节而色

变。钟南山院士指出，肺

结节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

问题，亟待探索进一步的

解决方案。

血 浆 游 离 ctDNA 来

源于凋亡的肿瘤细胞，或

坏死的肿瘤细胞，可相对

准确地进行肺筛查，据研

究显示，ctDNA 结合影像

学进行判断，可减少 89%

良性结节患者进行不必要

的侵入性操作，也可以避

免 73% 的 恶 性 结 节 患 者

延迟治疗。为进一步验证

ctDNA+ 影像学判断的准

确性，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联合国内多中心

开展“钟声计划”，扩大

研究入组的范围，该研究

已于 2021 年 5 月完成入组，

如今随访时间已接近三年，

期待未来研究结果的公布。

微创技术的发展，改

变了“大刀阔斧”的肺癌

手术，而微创内镜导航技

术的发展进一步降低了早

期肺癌患者承受的创伤。

钟南山院士介绍，联合多

种导航技术经呼吸内镜结

节抵达率可达 70% 以上，

为绝大部分肺结节患者提

供了介入治疗的可能，同

时也明显提升了外周病灶

的准确率，但技术复杂、

操作难度高、设备昂贵，

可及性限制了微创内镜导

航技术的进一步应用。

“青年是医学界未来的希望，对于青年医生而言，不仅要掌握前沿技术，更要有先进的思想。” 9 月 15 日，王辰院士在第三届“中青年呼吸学者精英榜”推选宣传活

动总结会暨 2023《医师报》呼吸专栏编委会上寄语青年呼吸医师。此次活动由《医师报》社主办、扬子江药业集团公益支持。王辰院士、瞿介明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

长李为民教授、曹彬教授等大咖亲临现场。中青年呼吸精英—学术成绩、临床创新、优秀带教、爱心公益系列，和基层中青年呼吸精英，共计 50 名荣誉获得者名单揭晓。

肺 部 感 染 是 全 球 首

位感染致死因素，但疑难

危重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

发病原因、传播规律与致

病机制等诸多方面仍不明

确。近十余年来，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瞿介明教授团队围绕疑

难危重症呼吸感染性疾病

开展探索研究，取得一系

列成果。

重 症 社 区 获 得 性 肺

炎（SCAP） 病 原 复 杂、

病死率高、预后差，是全

球共同关注的重大公共卫

生问题。为解决该问题，

瞿介明教授瑞金医院团队

与呼吸病学会感染学组展

开全国多中心前瞻研究，

结果显示，流感病毒、肺

炎链球菌、肠杆菌是中国

SCAP 的主要致病原。此

外，国外的部分研究提示，

腺病毒感染可引起多种疾

病，包括肺炎、脑炎等，

是人呼吸道感染常见的

病原体之一，并且有一定

概率引起重症肺炎。目前

这类病毒的感染进入呼吸

道上皮细胞的通路尚不清

楚，针对国内外广泛流行

的高致病性重症毒株——

B7 型腺病毒，深入开展

了宿主因子与病毒 Fiber 

Knob 互作的全新相关机

制研究。

瞿介明教授瑞金医院

团队在新冠病毒病筛查、

识别、治疗、预后预测及

预防领域取得显著成果。

其团队利用单细胞质谱流

式技术、蛋白质组学和单

细胞 RNA 测序等多组学

方法解析潜伏期无症状感

染者和持续无症状感染者

的免疫特征，尤其针对灭

活新冠病毒疫苗不同接种

状态 (0、2、3 剂 ) 对于奥

密克戎毒株感染与未感染

个体的对照研究，从而系

统阐述了接种灭活新冠病

毒疫苗人群免疫学特征以

及固有免疫、细胞免疫方

面具有的保护机制。

在 新 冠 治 疗 方 面，

瞿介明教授瑞金医院团队

开展国内首个羟氯喹治疗

新冠病毒病的随机队列研

究，研究结果不支持对轻

中度新冠病毒病的患者联

合使用羟氯喹进行治疗。

瞿介明教授指出，该研究

为改写新冠病毒病诊疗指

南提供了循证医学证据。 

钟南山：肺癌防治的三个“精准”

瞿介明：疑难重症呼吸感染性疾病诊治研究

第三届“中青年呼吸学者精英榜”推选宣传活动总结会暨 2023《医师报》呼吸专栏编委会召开

掌握前沿技术  做有先进思想的呼吸青年掌握前沿技术  做有先进思想的呼吸青年

开幕式现场开幕式现场

《呼吸专栏》打造呼吸学科宣传阵地《呼吸专栏》打造呼吸学科宣传阵地
《医师报》呼吸专栏

编委会同期举办。呼吸专

栏 即 将 进 入 创 办 的 第 十

个年头，呼吸专栏执行主

编之一、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张静教授报告呼吸

专栏本年度执行情况。呼

吸专栏自创办至今，一直

秉承王辰院士提出的“公

正昌明	 进取创新	 协作共

赢”理念，聚焦呼吸学界

热点、最新研究，响应国

家政策，获得了赞誉。呼

吸 专 栏 策 划 慢 阻 肺、 烟

草病学等多个选题，期待

明年的呼吸专栏可以有更

多中青年呼吸学者参与其

中，策划、创作贴近呼吸

学科临床、反映呼吸医师

心声的内容。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

心副主任院肖丹教授是呼

吸专栏成立以来合作时间

最久、形式最为丰富的轮

值主编之一，自 2015 年起，

围绕着戒烟、控烟等烟草

病学热门话题开展线上线

下的一系列活动。她表示，

呼吸专栏为呼吸学科医师

提供了交流、宣传的平台。

目前，已通过医媒合作为

世界无烟日制作视频、直

播、海报、文字等多方位

的戒烟宣传内容，让医生

和群众切实了解到“烟草

之害猛于虎”，增强群众

戒烟意识，并为烟草依赖

患者提供有效的戒烟途径。

“呼吸专栏是由中华

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中

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

专家们共同主办。”《医

师报》执行社长兼执行总

编张艳萍表示，《医师报》

呼吸专栏在过去一年中与

呼吸学科专家紧密合作，

对热点话题、最新研究、

重大会议进行了系列解读

和报道，《医师报》是医

师的家，而呼吸专栏就是

我们呼吸医师的家。

在张艳萍执行社长的

主持下，在场的呼吸精英、

呼吸专栏编委与瞿介明教

授面对面交流。

瞿介明教授指出，《医

师报》呼吸专栏为呼吸医

师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

平台，这里可以记录成功

的喜悦，也可以倾诉成长

的烦恼，更有呼吸学科的

老前辈为青年人答疑解惑，

护航呼吸学科未来的成长。

中青年呼吸学者以呼吸专

栏为媒介，可以不断扩大

呼吸学科影响力，同时吸

引更多“少年”加入呼吸

学科，为呼吸学科的发展

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此外，CTS 办公室刘

亚君作为呼吸专栏指导老

师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邓朝胜教授等呼吸

专栏编委为专栏未来发展

建言献策。

学术报告

王辰院士在寄语中指

出，青年强，则学科强，

则国家强。他表示，呼吸

学科是与各个方面涉及较

为广泛的学科，与基层最

密切，与危重症关系最密

切，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最密切。呼吸界应率先垂

范于医学界，年轻医生在

掌握前沿技术同时，更要

有先进的思想。要有大医

学、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

更要有大医学、大卫生、

大健康的行动。呼吸学科

一定要强化危重症救治能

力的建设。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规范化建设，有助

于医院整体安全性和医疗

水平的有效提升。

“呼吸青委、呼吸精

英，是呼吸学科中的佼佼

者，其中有的人已成为科

室主任或学科带头人，应

率先做好先进、规范带头

作用，发挥主观能动性，

大力推进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规范化建设。”王辰

院士说。

瞿介明教授表示，本

届呼吸精英都是经严格评

选诞生的，希望以后可以

成为名副其实的“精英”，

成为社会认可的、优秀的

青年医师。精英还要起到

示范和引领作用，为年轻

医师引航，帮助他们不断

成长、不断向“精英”靠拢。

年轻人不怕失败，是有闯

劲，是有不断拼搏向上、

挑战不可能的动力，中青

年医师更要关键时刻顶得

住，扛得了重活，打得了

硬仗，经得住磨难，年轻

的干劲发挥出来，做知行

合一的行动者，不做坐而

论道的清谈客。

瞿介明教授还指出，

未来医学的发展一定是在

交叉中发展，在发展中融

合，个人单打独斗很难取

得巨大的成就，唯有融合

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在医

学的亚专科之间、在医药

之间、在医学与人文之间

相互融合、谋求更进一步

的发展。

曹彬教授十年来带领

着呼吸青委往前奔、往前

跑、往前闯，在此次会上，

他特别指出，呼吸精英朝

气蓬勃，呼吸学科的未来

一定会大步向前。年轻医

生更需要榜样，以榜样推

动青年医生不断前进，不

断进步。

“上榜的呼吸精英都

很优秀，呼吸精英榜单于年

轻医生而言是一种肯定，是

对各位荣誉获得者不辞辛

苦、努力工作的肯定，一次

又一次鼓励才能树立年轻医

生的信心，找准方向勇往直

前。”他同时指出，当信念

足够强大时，就不依赖于外

界的肯定，不在乎外界的评

价。他期待，上榜的呼吸精

英可以有扔掉鼓励这个“拐

棍”的一天，有自我肯定，

自我激励的一天。

本次活动由浙江大学

呼吸疾病研究所应颂敏教

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熊维宁

教授以及《医师报》执行

社长兼执行总编张艳萍共

同主持。

李为民教授、曹彬教

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呼吸科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宋元林、应颂敏教授、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

医院徐金富教授为 50 名荣

誉获得者颁发证书。

荣誉时刻

中青年呼吸精英—学术成绩系列部分荣誉获得者合影中青年呼吸精英—学术成绩系列部分荣誉获得者合影

中青年呼吸精英—临床创新系列部分荣誉获得者合影中青年呼吸精英—临床创新系列部分荣誉获得者合影

中青年呼吸精英—优秀带教系列部分荣誉获得者合影中青年呼吸精英—优秀带教系列部分荣誉获得者合影

中青年呼吸精英—爱心公益系列部分荣誉获得者合影中青年呼吸精英—爱心公益系列部分荣誉获得者合影

基层精英系列部分荣誉获得者合影基层精英系列部分荣誉获得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