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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指南及共识在 CTS2023 发布

我国哮喘防治走向成熟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

者 刘 则 伯）9 月 15 日，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哮 喘 学 组 在 2023 中 华 医

学会呼吸病学年会（CTS 

2023）期间发布了四项呼

吸领域指南共识，其中《轻

度支气管哮喘诊断与治疗

中国专家共识（2023）》

为全国首发，《胸闷变异

性哮喘诊治中国专家共识》

《儿童胸闷变异性哮喘诊

断与治疗专家共识》为全

球首发。中华医学会呼吸

病学分会哮喘学组组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

医院、呼吸疾病研究所所

长沈华浩教授在线上致辞

中表示，2020 年哮喘学组

定下“哮喘研究要走上世

界舞台，发出中国声音，

展示中国成果”的目标，

三年来，虽有疫情阻隔，

但哮喘相关学术工作从未

停歇，诞生了一批批优秀

的论文，更有诸多专家共

识及指南先后出炉，进一

步满足了临床需求、规范

临床诊疗和实践思维，推

动呼吸学科发展。

《 轻 度 支 气 管 哮 喘

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2023）》由中华医学会

呼 吸 病 学 分 会 哮 喘 学 组

副 组 长、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医 学 院 附 属 第 一 人 民 医

院 呼 吸 与 危 重 症 医 学 科

主任张旻教授发布，她介

绍，最新研究显示，轻度

哮喘患者占总哮喘患者的

50%~75%，且大部分轻度

哮喘患者症状较轻，部分

症状不典型，肺通气功能

相对正常，不易受到医生

或患者的重视，导致诊断

较为困难，更容易被漏诊、

误诊及误治。但轻度哮喘

若得到及时诊断和正确有

效的管理控制，对于延缓

病情进展，减轻疾病负担

具有积极的意义。

“轻度哮喘虽名称中

带有轻度二字，但如果未能

控制依然有重度急性发作，

带来致死的风险。”张旻

教授表示，轻度哮喘的人

均费用虽不及重度哮喘，

但患者基数庞大，管理好

轻度哮喘患者，可显著降

低哮喘的疾病负担。张旻

教授指出，专家共识的发

布有助于让广大医生、尤其

是基层医生减小认知偏差，

重视轻度哮喘的诊疗和管

理，对推动轻度哮喘规范化

诊疗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张旻教授还指

出，该专家共识是我国首

次从流行病学、诊断、评

估、治疗、管理以及不典

型哮喘等多维度剖析轻度

哮喘，相比已有的指南或

共识，详细地阐述了轻度

哮喘的定义，推荐了更明

确的诊断指标，填补了轻

度哮喘相关诊疗空白，极

大提高了诊疗的准确性和

个体化水平。

今年是胸闷变异性哮

喘（CTVA） 发 现 20 周

年，CTVA 是由中国学者

沈华浩发现、命名并且登

上国际舞台的疾病之一，

《胸闷变异性哮喘诊治中

国专家共识》亦由沈华浩

教授发布。沈华浩教授介

绍，CTVA 是 一 种 不 典

型哮喘，以胸闷为唯一或

主要临床表现，因其缺乏

典型哮喘症状和体征易被

漏诊或误诊。研究表明，

CTVA 患者首次出现症状

到确诊平均需要 3.8 年，

这给患者、家属及社会带

来了严重的疾病负担，亟

需解决。

CTVA 在 做 到 不 误

诊 漏 诊 的 同 时， 也 要 做

到 不 过 度 诊 断， 沈 华 浩

教 授 指 出，“ 胸 闷” 是

一 个 较 为 常 见 的 症 状，

需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冠 状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性 心

脏病、胃食管反流病等疾

病相鉴别，要避免误诊、

漏 诊， 因 此， 中 华 医 学

会 呼 吸 病 学 分 会 哮 喘 学

组 组 织 呼 吸 与 危 重 症 医

学科以及心血管、消化、

精神、中医等多学科临床

专家制定本次专家共识。

沈华浩教授强调，CTVA

的 诊 断 需 结 合 胸 闷 症 状

和 可 变 气 流 受 限 客 观 证

据， 其 中 支 气 管 激 发 试

验 是 诊 断 CTVA 的 重 要

检查。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

会呼吸学组委员及哮喘

协作组副组长、苏州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主

任郝创利教授介绍，胸闷

也同样是儿童常见就诊

症状之一，不同年龄儿童

感觉不同，年长儿童往往

可自行描述胸闷，表达为

胸前不适或呼吸不畅感，

多伴深吸气及长叹气表

现；而年幼儿童常无法清

楚表达，多因家长发现患

儿频繁长叹气或叹息样

呼吸而就诊。

最新儿科医师调查显

示， 对 CTVA 的 知 晓 率

虽然达 77.83%，但 CTVA

良好控制率仅为 32.08%，

这 提 示 我 国 对 于 CTVA

患儿的规范诊疗仍不充

分。郝创利教授表示，为

规范儿童胸闷变异性哮

喘的诊断和治疗，中华医

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

组哮喘协作组联合中华

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

喘学组以及中国医药教

育协会儿科专业委员会，

共同撰写《儿童胸闷变异

性哮喘诊断与治疗专家共

识》，该共识结合国内儿

童 CTVA 的 诊 治 现 状 及

相关临床研究数据，详细

描 述 了 儿 童 CTVA 的 定

义、流行病学、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诊断及鉴别诊

断、治疗和转归。

共识指出，CTVA 患

儿缺乏哮喘的典型表现，

以胸闷为主要或唯一表

现。若存在特应性体质患

者，多数存在共患疾病，

如 变 应 性 鼻 炎、 特 应 性

皮 炎 等： 部 分 可 合 并 抑

郁 焦 虑 症 等。 有 共 患 疾

病 CTVA 患 儿 可 同 时 具

有其存在共患病的临床

表现。

器质性疾病和精神心

理因素都可以引起胸闷，

CTVA 是 以 胸 闷 为 主 要

或唯一症状的新的不典型

哮 喘， 其 疾 病 负 担 并 不

低，容易误诊。郝创利教

授表示，该共识为儿科临

床医师给出了科学合理的

指导建议，规范其诊疗手

段，同时，期待儿科医生

继续积累经验和进行科学

研究，在未来修订时制定

出更适用于我国儿童的循

证指南，推进和规范儿童

CTVA 的防治。

《全球哮喘管理和

预 防 策 略 》 自 1995 年

由 全 球 哮 喘 防 治 创 议

（GINA）出版，作为哮

喘诊疗领域的重要指导

性文件，为哮喘的管理

和预防提供了全面和系

统 的 方 案。GINA 是 全

球哮喘诊疗领域年度更

新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在哮喘领域具有重要地

位，始终为哮喘的管理

和预防提供全面且系统

方案，推动哮喘管理水

平不断的优化提升。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

学分会哮喘学组副组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主任黄克武教授

介绍：“在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中，GINA 在国内

的翻译多为个人或企业

进行翻译，并没有较为

权威的翻译版本。”

黄 克 武 教 授 表 示，

此次《全球哮喘管理和

预 防 策 略（2023 年 更

新）- 中文版》是国内

首次拥有国际版权的译

制版，由中华医学会呼

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组

长沈华浩教授牵头，众

多呼吸学科专家共同参

与审阅的一次中文版。

黄 克 武 教 授 认 为，

中文版让中国的医务人

员无障碍获取权威文件

的指导，便于了解全球

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

提高哮喘的诊疗管理水

平；全球同步协作有利

于推动我国哮喘防治走

向成熟，使呼吸慢病管

理迈上新台阶。

GINA2023 中文版：推动哮喘防治规范化同质化发展

儿童“长吁短叹”：需警惕“不典型哮喘”

胸闷变异性哮喘：既不过度诊断 也不误诊漏诊

轻度哮喘：树立诊疗规范不“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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