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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东方呼吸病学术会议暨第八届中国基层呼吸疾病防治学术会议召开

呼吸强学科建设正当时
医师报讯（融媒体

记者 裘佳）“经历 3 年

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和

洗礼，呼吸学科的建设

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

阶，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正在由大学科向强学

科转变。”

10 月 20~22 日 第 七

届东方呼吸病学术会议

暨第八届中国基层呼吸

疾病防治学术会议上，中

国工程院钟南山院士指

出，伴随国家“健康中国”

战略的确立以及我国人

口老龄化现象逐渐显著

的趋势，呼吸学科的工作

重心由“诊疗疾病”拓展

到了“促、防、诊、控、

治、康”这一全生命周期

健康照护的广阔领域。这

也对于呼吸系统疾病早

期诊断、早期识别和早期

干预水平提出了更高要

求。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快

速发展，加之国家“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国

家医学中心”及“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及“紧密型

医疗集团建设试点”等举

措的落地，也给学科建设

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面

对这些新形势和要求，有

必要深入思考呼吸学科

如何抓住机遇、夯实基础、

带好团队、建强学科，以

便更好地遂行使命。

大会主席、上海市

医学会呼吸病学专科分

会主任委员宋元林教授

指出，东方呼吸病学会

议历经 6 年传承和发展

已在国内外呼吸学界形

成了一定影响力。本次

会议以“夯实学科发展

基础，提高呼吸共病诊

疗水平”为主题，汇集

国内外顶级专家的精彩

学术报告、疑难病例讨

论、青年学者风采展示、

医学人文建设等多种形

式，将国际交流与学科

发展相结合，资深专家

的传承与青年学者的成

长相结合，定会给与会

同道带来惊喜和收获。

上海市医学会呼吸

病学专科分会前任主委

李强教授表示，今年的东

方呼吸病学会议阵容更

强大，得到了国内外同行

的大力支持，在学术交流

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上

海市科学协会副主席、上

海市医学会会长邬惊雷

指出，东方会是连接全国

乃至世界的重要窗口和

桥梁，希望能以此推动呼

吸学科的高水平发展。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

学分会主任委员瞿介明教

授表示，近年来上海呼吸

人在呼吸危重病防治、基

层联盟建设等方面取得了

较大的进步，并发挥了引

领示范作用。希望在医学

会领导和全国基层联盟的

支持和帮助下，上海呼吸

学界能在呼吸疾病防治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基层司二级巡视员张

并立指出，基层医疗机

构在呼吸系统疾病的防

治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对此，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付强呼吁广大

呼吸界医护人员，加强

建设基层呼吸病防治能

力，助力健康中国。

开幕式由上海市医

学会呼吸病学专科分会

候任主委、同济大学附

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徐金

富教授主持。20 个专题

论坛、330 余位知名专家

就呼吸疾病诊疗前沿与

行业热点开展学术报告，

来自国内外的 3448 位专

家学者参与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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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报 告 陈良安  肺癌早期筛查和诊断技术正飞速发展

曹彬  科学认识长新冠

李时悦  小气道疾病与周围型肺癌将是介入呼吸病学重点领域

解放军总医院陈良安

教授介绍了近年来在肺癌

筛查和早期诊断技术上的

最新进展。

影像诊断方面，融合

影像组学、AI 辅助诊断等

可对结节进行细分，如良恶

性、分化程度等。呼吸内镜

方面，新型导航支气管镜技

术，或与其他光学设备结合，

显著提高外周或腔外肺结

节的诊断水平。未来导航技

术与智能化的微创手术机

器人融合，可形成诊疗一体

化平台，用于肺癌的早期诊

断或结节的诊断。

治疗上也具有广阔前

景，如用于肿瘤的消融治疗、

粒子植入放疗，感染性疾病

局部给药治疗，肺大泡消融

治疗等。

新型生物标志物在肺

癌筛查和早期诊断方面具

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同时在

治疗决策、疾病监测、疗效

评估及患者预后的预测方

面有着非常重要作用。

大数据与 AI 在形态学

尤其是病理和影像学方面

大有作为。未来方向是结合

临床数据和公共数据，通过

AI 技术给临床医生提供临

床帮助。

WHO 对长新冠（Long	

COVID）的定义是患者感

染新冠病毒后 3 个月内出现

新的或持续存在的一系列

症状，多会持续至少2个月，

且不能被其他病因所解释。

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介

绍，根据 WHO 的定义，

约 10% 的患者在新冠康复

后 3 个月排查存在长新冠，

预 计 2023 年 1 月 全 球 有

6500 万长新冠患者。女性、

高龄、吸烟、合并心脑血

管疾病等是长新冠高危因

素。注射两剂及以上新冠

疫苗可降低长新冠发生率，

且奥密克戎病毒株较前期

德尔塔和原始毒株的长新

冠发生率要低。

目前长新冠的机制尚

未明确，但越来越多证据认

为病毒持续存在和激发免

疫应答是可能的机制。认知

行为疗法能减少长新冠的

疲劳症状。治疗干预方面

正在开展相应研究，包括

二甲双胍、早期抗病毒药

的延长治疗、单克隆抗体、

早期认知训练等都有探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李时悦教授介绍了近

年来介入呼吸病学的发展。

诊断方面，光学相干断层扫

描成像技术在小气道疾病的

结构成像和测量中具有独特

优势，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和哮喘等慢性气道疾病的结

构重塑与治疗评估有重要价

值。冷冻活检已成为介入呼

吸病学重要活检工具，目前

已应用在支气管腔内、肺实

质及胸膜疾病的诊断中。支

气管镜导航技术是现阶段经

支气管到达肺外周病变较合

适的辅助方法。备受关注的

机器人支气管镜技术不断成

熟，有研究显示诊断效率可

媲美传统	CT	引导下经皮肺

穿刺活检，安全性高，且对

肺癌纵隔分期更有优势。

周围型肺癌介入消融

是介入呼吸病学的重要方

向，可采用经皮和经气道路

径，在国内开展了很长时

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及经

验。介入呼吸病学将重点围

绕小气道疾病与周围型肺

癌将是未来两大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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