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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为中国共产党初心

的重要萌发地，中国的红

色浪潮从长沙开始席卷全

国，中国麻醉学的发展亦

如新中国的成立，在那时

开始萌芽。1940 年，中国

麻醉医学的先驱们纷纷回

国，组建属于中国的麻醉

学科，打造属于中国的外

科体系，奠定了中国麻醉

的强国之基。一如新中国

的蓬勃发展，中国麻醉学

领域践行着“将麻醉大国

打造成麻醉强国”的理想，

一代代麻醉人不懈努力，

中国的麻醉事业已在国际

上拥有一席之地。

9 月 21 日，由中华医

学会、中华医学会麻醉学

分 会（CSA） 主 办； 湖 南

省医学会、湖南省医学会

麻醉委员会承办的中华医

学会第 28 次全国麻醉学术

年会在湖南长沙召开。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

会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麻

醉科主任俞卫锋教授介绍，

本次麻醉年会共设有 41 个

板 块 及 分 会 场、414 个 讲

课、 参 会 代 表 覆 盖 34 个

省 级 行 政 区（23 个 省、5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2

个特别行政区），预计接

待参会者 12 000 人左右，

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学术盛会。

对比以往年会，俞卫锋

认为本次年会的独特性体现

在四方面：一是积累了四年

经验，汇聚于长沙，辐射全

国；二是团结一心，共克时

艰，创造麻醉奇迹；三是学

习交流，促进共同发展，合

作共赢；四是多点开花，取

得斐然成绩，未来可期。

近年来，麻醉界通过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学术交

流活动，彰显了中国麻醉

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

精神，开创了我国麻醉医

学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新

篇章，为“健康中国”“幸

福中国”的伟大事业作出

了巨大贡献。中华医学会

副秘书长王大方指出，中

国麻醉学科迎来了一起强

大，从麻醉大国走向麻醉

强国的新时代。

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

医师分会会长、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麻醉科于布为为助力从麻

醉大国走向麻醉强国这一

目标的实现勾画出三条路

径：首先，继续学习世界

发达国家，看到差距；其次，

树立自信，分析自身优势

和劣势；最后，在此过程中，

克服妄自尊大和自我贬低

的两种倾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院长兼上海

交通大学仁济临床医学院

院长夏强作为外科医生，

深知高质量的麻醉对于手术

的成功至关重要，作为一名

院长，他坚信没有高水平的

麻醉学科，就不会有高水平

的外科和医院。

美 国 麻 醉 医 师 协 会

（ASA） 主 席， 斯 坦 福

大 学 麻 醉 学、 围 术 期 和

疼 痛 医 学 科 Michael W. 

Champeau 教 授 表示，美

国麻醉医学与中国麻醉医学

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

团队，通过互相合作、互相

学习，可以提高患者的救护

能力。期待中美两国麻醉领

域有更多合作，共同推动麻

醉医学的发展。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院长黎志宏表示，麻醉学

科越来越成为医学发展中不

可或缺的学科。本次会议的

开展将搭建起与各位专家学

者和广大麻醉医学同仁沟通

的桥梁，有力地促进麻醉学

科专业的发展，为推动学科

发展和队伍建设作出更大贡

献，谱写麻醉医学的新篇章。

“全国 10 万麻醉医生

和 2.5 万麻醉专科护士。”

中南大学副校长陈立章期

待，在 CSA 的带领下，麻

醉医师群体为人民群众健

康谋福祉，为现代医学的

发展作出贡献。

湖南省医学会会长陈

小春希望，湖南省麻醉医

务工作者以次为契机，加

强与全国的交流与合作，

为推动麻醉学科高质量发

展，为“健康湖南”“健

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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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第 28 次全国麻醉学术年会召开

一起强大  从麻醉大国到麻醉强国

如何建设好麻醉学科？

徐州医科大学曾因明教授指

出，任何一个学科要做大做

强，在战略层面都离不开三

大核心问题：组织架构是前

提，内涵建设是根本，人才

队伍是关键。其中学科内涵

建设离不开医疗、教育与科

研。曾因明强调，必须建设

三者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

而关键还是靠人才。

具体而言，医疗是基础，

应从“被动满足”向高质量发

展转变，拓展麻醉学科工作领

域，构建核心技术，开展临床

研究，提高学科综合实力；科

研是先导，应从“应对评审”

向创新发展转变，以问题需求

为导向，跨学科、多中心合作，

致力于临床转化，重视实验室

建设；教育是根本，应从“软

任务”向追求卓越转变，强

化信念教育，注重奠定基础，

践行因材施教，培育卓越人

才；人才是关键，应从“三

不”状态向构建梯队转变，

关注基层队伍的同时，强化

护理建设，构建科技平台，

实现卓越人才涌现。

曾因明强调，在发展麻醉

学科的道路上，首先，要做

到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方

法得当；其次，在此基础上，

要有“一张蓝图持续奋斗”

的决心，制定发展规划并贯

彻落实；最后，麻醉学同道

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共

同将我国麻醉学科推向新的

更高的平台，实现从麻醉大

国向麻醉强国的跨越！

慢 性 病 患 者 多（ 近 7

亿），老年患者多（约2.6亿），

麻醉手术多（7000 万人次 /

年），当前我国正面临特殊

的“三多”国情。手术解决

了大问题，但也可能带来

“新问题”，俞卫锋指出，“围

术期难题”正制约着健康中

国发展。解决围术期并发症

瓶颈难题，是关乎亿万民众

健康生活的重任，而麻醉是

解决此问题的优势学科。

俞卫锋指出，器官支持

保护是解决围术期难题的

关键，而麻醉 + 器官功能

支持与保护正是麻醉学科

的新内涵。减少围术期脑损

伤与炎症，降低肺部炎症损

伤发生风险，加速肝再生，

减少心肌缺血与损伤，减少

术后肾衰发生，降低炎症损

伤与菌群移位……多器官

功能支持与保护是麻醉学

科的核心技术和工作内容。

俞卫锋分享了团队开

展的多项多器官互作领域

的相关研究成果。

“希望从整合医学的

角度，通过研究中枢与外周

互作的内在机制，探索多器

官功能保护的新路径。”俞

卫锋指出。

说起麻醉的起源，就绕

不开口腔医生。最初的麻醉剂

多是牙科医生积极探索发现

的。“笑气麻醉、乙醚麻醉最

早将麻醉医生与口腔医生紧

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口腔修

复学专家、国际口腔医学博物

馆创办者、空军军医大学第三

附属医院赵铱民院士讲述了

国际口腔医学博物馆的起源，

带领与会者穿越进了人类口

腔医学发展的时光隧道。

1990 年代，赵铱民院士

开始收集与口腔医学相关的

文物，如老旧的设备、器材、

书籍、图片、模型等，用于口

腔修复发展史教学；2005 年，

他提出了建馆设想，开始征集

文物；2007 年，医院建设院

史馆，口腔医学的众多文物在

里面占有一席之地，有了固定

的“家”，形成了博物馆雏形；

2010 年，迁新址扩建了独立

的口腔医学博物馆； 2011年，

新馆建设项目立项；2013 年，

被国家文物局批准纳入国家

博物馆管理体系；时间来到

2019 年，国际口腔医学博物

馆布展完毕，试开馆。

如今，国际口腔医学博

物馆已成为国际牙科研究学

会、世界牙科联盟、中国医师

协会等学术团体的科普和医

学人文教育基地，被誉为“世

界口腔医学圣地”“中国医学

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北京协和医院黄宇光教

授团队对中科院一区麻醉学

科 论 文（2018 年 11 月 -2023

年 5 月） 进 行 分 析 发 现，

Covid-19 领域具有代表性的

研究成果有 13 篇；临床研究

领域有 66 篇；应用基础研究

领域有 571 篇。“2022 年度中

国麻醉专业发表论文数量稳

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占

全球麻醉专业论文发表总数的

25% 左右，当前摆在我们面前

的是如何提质增效的问题。” 

黄宇光教授说。

“从本科，到硕士、博士、

博士后；从医学生到医生，我

们一直在做研究，但要怎样做

创新研究？” 黄宇光教授从

对科技创新的理解入手，强调

科学解决的是“发现”的问题，

技术解决的是“实现”的问题，

唯有带着敬畏之心去发现，才

能基于科学发现去创新。

“发现”需要麻醉医生

不断学习，因为我们今天的所

知所识，其中 50% 在十年后

将被证实是错误的。

“发现”需要麻醉医生

深入临床实践，处理好临床

与“离”床的关系。将在麻

醉实践中产生的困惑和体验，

上升为系统的思考，再加以有

意识的观察，最后进行改进，

这也就形成了提出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闭环”。

“实现”的落脚点要始

终放在患者身上，不论是动物

研究还是基础机制研究，最终

都要回归到临床中去，因此有

学者提出，研究正确的问题远

重于对研究问题的回答。

“临床科研的关键在于

聚焦临床。临床是麻醉医生

的看家本领，科研是为了服

务临床、服务患者，唯有厘

清这两者的关系，我们才能

更好地享受和成就其中。”

黄宇光教授说。

“作为中青年麻醉医师，肩负着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促进医疗进步的重要使

命，要以安全麻醉、学术麻醉、品质麻醉、人文麻醉为发展目标。”

9 月 22 日，由《医师报》指导、麻醉医学专栏主办的首届《医师报》“中青

年麻醉学菁英论坛”成功举办，会上公布了首届《医师报》 中青年麻醉学菁英名单。

首届《医师报》“中青年麻醉学菁英论坛”在医师报直播中心·医 TV 直播，

并在新浪新闻客户端、微博卫生健康、上海解放日报一海上名医、百度健康、搜

狐视频、白大褂之友、医师报视频号、医师报中医药视频号等平台同步直播，在

线观看量累计超 45 万人次。论坛由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刘克玄教授、《医师报》

执行社长兼执行总编辑张艳萍担任主持人。

曾因明曾因明   面对挑战，要敢于担当，善于担当！

俞卫锋 俞卫锋  麻醉学科新内涵  麻醉 + 器官功能支持与保护

赵铱民  赵铱民  打造世界口腔医学圣地

黄宇光  黄宇光  做研究要从临床入手

搭建中青年麻醉医师成才平台

青年医生要保持求知欲和探索精神

残余与过敏  肌松的两大关键点

关注围术期镇痛质量提高生存质量

首届中青年麻醉学菁英亮相首届中青年麻醉学菁英亮相

“让安全麻醉成为

工作核心；学术麻醉成为

提升专业素养的重要环

节；品质麻醉提供医疗服

务的高标准；人文麻醉搭

建起与患者之间良好关

系的基础，争取共同做

好麻醉高质量人才培养，

重新建立高质量的人才

队伍，促进麻醉学科行稳

致远，实现高质量发展。”

黄宇光教授说道。

两年前，《医师报》

与 13 个麻醉界学协会共

同成立了“医师报麻醉

医学专栏”，为麻醉医

学的发展搭建了更加广

阔的平台。此次《医师报》

又与CSA共同举办了“中

青年麻醉精英”的评选，

并在今天的“中青年麻醉

学菁英论坛”中揭晓评

选结果。论坛旨在为广

大中青年麻醉学者搭建

一个持续稳定的学术交

流平台，全面提升中青

年麻醉医生的临床能力，

展示中青年麻醉医生的

风采，让中青年麻醉医

生发挥最大的专业价值。

“在这个充满挑战

和机遇的时代，我们要

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变化，

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困难，

以创新的思维推动麻醉

学科的进步。”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徐军美教授

表示，中青年麻醉医生代

表了麻醉学科发展的未

来和希望，也是新时代麻

醉事业的建设者，更是高

质量学科发展的践行者，

要保持对新知识的求知

和探索精神，不断追求卓

越，推动麻醉医学发展。

中青年麻醉学菁英论坛

是中青年麻醉医生展示

自我的舞台，愿大家能

相互学习、相互启发、

共同成长，为麻醉学的

繁荣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理想的肌松药应该

具备哪些特点？海军军

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上海长征医院袁红斌教

授认为，必须是不依赖

器官代谢、无明显蓄积、

肌松效应高、恢复迅速、

易拮抗、起效快，其代

谢产物没有活性的成分。

此外，它还需对血液动

力学改变小且无明显的

组胺释放。

外科医生关注肌松

的程度，而麻醉医生关

注肌松的安全性，包括

肌松残余与过敏问题。

肌松残余增加术后肺部

并发症的风险、延长拔

管时间，从而增加了患

者的恐惧，大大降低了

麻醉的满意度。

在缺乏肌松监测设

备，又要求快速康复时，

应常规使用肌松拮抗，

避免隐秘性的肌松残余。

在罗库溴铵或维库

溴铵诱导的深度、中度

和浅度神经肌肉阻滞中，

推荐使用舒更葡糖钠进

行拮抗。对于最小深度

肌松阻滞（TOFr=0.4~0.9）

时， 美 国 麻 醉 医 学 会

2023 年指南推荐新斯的

明代替舒更葡糖钠，而

这更多是出于经济成本

的考虑。舒更葡糖钠国

内已大幅降价，医生在

临床使用时可根据实际

需求灵活应用。

“疼痛是组织损伤

或潜在组织损伤所引起

的不愉快感觉和情绪体

验，是继体温、脉搏、

呼吸、血压后的第五大

生命体征。”四川省人

民医院雷迁教授表示，

全世界每年有超过 3 亿

人接受手术，术后的急

性疼痛通常在 1~2 周内

缓解，然而有 10%~50%

的患者会出现持续性术

后疼痛。近些年，很多

新药诞生，如麻醉性镇

痛药中的纳布啡等，减

少了不良反应，让麻醉

镇痛的效果越来越好。

多模式镇痛是联合

使用作用机制不同的镇

痛药物或方法的新镇痛

策略。由于每种药物剂

量减小，多模式镇痛下

不良反应相应降低，镇

痛作用相加或协同，从

而达到最大的效应 / 不

良反应比，提高了镇痛

的效果与安全性。做好

局部麻醉的镇痛同样重

要，采用切口浸润、神

经阻滞和椎管内阻滞，

再 加 上 全 身 用 药 等 方

法，来达到围术期镇痛

的目标，让患者安全、

清醒，术后早下床活动

和运动，减少不良反应，

降低急性疼痛向慢性疼

痛的转化率，最终提高

患者的满意度，提高医

疗质量。

由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

等 13 个学会麻醉学分会指导，

《医师报》主办的首届“中青年

麻醉学菁英”评选活动，评选出

安全麻醉菁英 -- 技术创新类、

学术麻醉菁英 -- 科研创新类、

品质麻醉菁英 -- 管理创新类、

人文麻醉菁英 -- 公益基层类四

项荣誉，共 25 名荣誉获得者。

学术报告

菁英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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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姓氏笔画排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于布为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姚尚龙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于布为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姚尚龙教授 、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王国林教授为人文麻醉菁英 -- 公益基层类荣誉获得者颁发证书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王国林教授为人文麻醉菁英 -- 公益基层类荣誉获得者颁发证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于布为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姚尚龙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于布为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姚尚龙教授 、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王国林教授为品质麻醉菁英 -- 管理创新类荣誉获得者颁发证书。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王国林教授为品质麻醉菁英 -- 管理创新类荣誉获得者颁发证书。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黄宇光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李立环教授为学术麻醉菁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黄宇光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李立环教授为学术麻醉菁英 --
科研创新类荣誉获得者颁发证书科研创新类荣誉获得者颁发证书

安全麻醉菁英——技术创新类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李

偲：在我的成长轨迹中，医教研

一直是我前行的支柱，我认为要

想取得进步，必须要具备三个因

素，第一，发自内心的热情；第二，

学会运用平台；第三，中华医学

会麻醉学分会的帮助与支持。

学术麻醉菁英——科研创新类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段晨阳：围术期危重症多器

官功能损害是危及全球健康的

重大挑战，且在线粒体层面存

在共性问题。我们通过系列研

究提出了新理念、新机制，并

在临床上构建了大循环 - 微循

环-线粒体稳态联合监测体系。

目前团队已建立成熟的“基于

线粒体质量控制的围术期器官

保护”基础研究体系，正逐步

推进基于线粒体质量控制的围

术期诊疗一体化进程。

品质麻醉菁英——管理创新类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院裴丽坚： 2018 年，北京协

和医院麻醉科在医务处的牵头

下开展了分娩镇痛工作，从最

初 400 例 / 年，到现在 1000 例 /

年，分娩镇痛率超过 80%，甚至

达到 85%，数量的增长离不开质

量的安全。麻醉科以产妇和新

生儿为中心，通过多措并举来

实现安全质量控制。

人文麻醉菁英——公益基层类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龚亚红：2018 年至 2023 年期

间，我有幸担任了中华医学会麻

醉学分会秘书及 CSA 青年学组秘

书长，协助参与了各类基层骨干

培训项目、基层调研等，走到基

层医院后，发现了在大医院里发

现不了的困难，通过讨论，我们

为其提出了一系列量体裁衣的解

决方案。在帮助基层医疗机构的

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得到了成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黄宇光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李立环教授 为安全麻醉菁英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黄宇光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李立环教授 为安全麻醉菁英 --
技术创新类荣誉获得者颁发证书技术创新类荣誉获得者颁发证书

第十四届中华医学会麻醉医学分会全体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以及前任、候任主任委员合影第十四届中华医学会麻醉医学分会全体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以及前任、候任主任委员合影

中青年麻醉学菁英论坛召开中青年麻醉学菁英论坛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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