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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是 守

护的一年、是突破

的一年、更是找寻

新方向的一年。这

一年呼吸学科经历

了新冠防控政策改

变后“全院都是呼

吸科”的挑战，见

证了肺栓塞、烟草

病学、哮喘等领域

临 床 与 科 研 的 发

展；年末，呼吸慢

病 进 入 科 技 创 新

2030- 重大项目，

标 志 着 国 家 对 呼

吸疾病与呼吸健康

的重视程度日益提

升。呼吸与危重症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学科正向高质量医学学科正向高质量

发展迈进。发展迈进。

乘势而上  呼吸学科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在 2023 呼吸学科发展

大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

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

王辰指出，2023 年呼吸学

科发展工作重点为整体加

强 PCCM 专科危重症照护

能力。第八届全国呼吸危

重症学术会议、中国医师

协会 2023 呼吸医师年会、

第二十届中青年呼吸学者

论坛、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

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学

术会议、2023 中华医学会

呼吸病学年会等均围绕“提

升呼吸学科内科危重症照

护能力”为主题展开讨论。

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

授指出，PCCM 专科医师

已成为内科危重症救治的

主流力量，为呼吸系统疾病

患者以及危重症患者提供

核心医疗照护。呼吸学科应

切实提升呼吸学科危重症

照护能力，培养足以承担危

重症照护任务的 PCCM 专

科医师，在呼吸危重症救

治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2023 年由国家呼吸医2023 年由国家呼吸医

学中心所引领的由 100 多家学中心所引领的由 100 多家

医院组成的全国肺栓塞注医院组成的全国肺栓塞注

册登记和患者管理研究团册登记和患者管理研究团

队，在肺栓塞基因组学和队，在肺栓塞基因组学和

右心功能领域取得系列成右心功能领域取得系列成

果。4 月，团队在《英国医果。4 月，团队在《英国医

学委员会内科学》 发表论学委员会内科学》 发表论

文，确定了中国汉族人群文，确定了中国汉族人群

肺栓塞的新易感位点，其肺栓塞的新易感位点，其

中 FABP2 首次报道与肺栓中 FABP2 首次报道与肺栓

塞发病有关，同时也确立了塞发病有关，同时也确立了

首个多基因风险评估模型，首个多基因风险评估模型，

为肺栓塞预测提供理论依为肺栓塞预测提供理论依

据。7 月，在《柳叶刀据。7 月，在《柳叶刀··区区

域健康》发表论文，发现域健康》发表论文，发现

尿酸水平升高会增加静脉尿酸水平升高会增加静脉

血栓栓塞症（VTE）发病和血栓栓塞症（VTE）发病和

复发风险，为代谢异常参复发风险，为代谢异常参

与VTE发病，再添新证据。与VTE发病，再添新证据。

8 月，在柳叶刀子刊全面描8 月，在柳叶刀子刊全面描

述了急性肺栓塞 1 年内的右述了急性肺栓塞 1 年内的右

心功能、生活状态转归情况。心功能、生活状态转归情况。

中日友好医院翟振国

教授指出，易感基因研究大指出，易感基因研究大

都是在欧美人群进行，缺乏都是在欧美人群进行，缺乏

东亚人群肺栓塞遗传易感机东亚人群肺栓塞遗传易感机

制的系统研究。2016年开始，制的系统研究。2016年开始，

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探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探

究了中国人群有特征性的易究了中国人群有特征性的易

感基因，为未来病因探寻及感基因，为未来病因探寻及

机制研究开拓道路。系列成机制研究开拓道路。系列成

果深化了对肺栓塞发病机制果深化了对肺栓塞发病机制

和右心功能的认识，标志我和右心功能的认识，标志我

国肺栓塞领域研究进入了一国肺栓塞领域研究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个新的阶段。

10 月，《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英文）》创刊，

总编辑由王辰院士担任。

PCCM 的创办旨在汇聚前

沿学术成果，凝聚顶尖科

学力量，打造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领域具有较大国际

影响力的期刊。

中华医学杂志社社

长魏均民指出，该杂志主

要发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各个领域的高质量临床和

基础研究论著、综述和评

论等类型的文章。该期刊

的创刊为全球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相关领域的医生和

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国际

交流的平台，展示前沿的

原创研究、深刻的科学观

点和先进的学术评论，并

促进、分享和讨论这些领

域的新进展。

2023年，多篇研究证实，

吸烟会对大脑甚至对视力产

生一定影响，此外有研究指

出，戒烟者的死亡率需要 30

年才能与从不吸烟的人相

当。王辰院士、肖丹教授团

队在柳叶刀子刊发表研究显

示，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中，

24 周仅 22% 的人成功戒烟。

健康自助小屋、戒烟药物的

上线，让戒烟变得更轻松。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陈良安教授指出，我国

烟民人数居世界首位，但

有戒烟意愿的比例较低，

戒烟成功率也较低，如何

提升吸烟者的戒烟意愿，

提升有戒烟意愿人群的戒

烟成功率，是众多呼吸学

科医生努力的方向之一。

2023 年，2023 年，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赖克方教授联联

合国际哮喘咳嗽领域专家，合国际哮喘咳嗽领域专家，

共同撰写题为《咳嗽和咳嗽共同撰写题为《咳嗽和咳嗽

超敏反应是哮喘的可治疗特超敏反应是哮喘的可治疗特

征》综述，并在《柳叶刀·呼征》综述，并在《柳叶刀·呼

吸病学》发表，5 月，赖克吸病学》发表，5 月，赖克

方教授发表于《过敏与临床方教授发表于《过敏与临床

免疫学杂志》杂志的文章获免疫学杂志》杂志的文章获

主编推荐，在“美国过敏、主编推荐，在“美国过敏、

哮喘和免疫学学会官网”的哮喘和免疫学学会官网”的

“最新研究栏目”重点介绍。“最新研究栏目”重点介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朝阳医院黄克武教授京朝阳医院黄克武教授指

出，在赖克方教授等带领下，

我国咳嗽的规范化诊治管

理、临床与基础研究、国际

学术交流等方面取得进步，

中国学者在国际咳嗽领域的

参与度与影响力越来越强。

12 月，国家卫生健康

委员会发布科技创新 2030-

“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

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重大

项目 2023 年度公开项目申

报指南。根据重大项目实施

方案的部署，2023 年启动

呼吸领域 9 个项目，包括重

症肺炎、慢性气道疾病、烟

草依赖、肺血栓栓塞症、肺

移植、呼吸共病等呼吸领域

主要疾病及关键技术研究。

王辰院士王辰院士指出，世界

卫生组织将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列为四大慢病，我国

对呼吸慢病的重视长期不

足，与其他国家相比，中

国的呼吸病情况更加严峻，

是我国慢病管理体系中的

短板。将呼吸慢病纳入国

家重大项目，有助于补齐

呼吸病防治短板，对于延

长人口平均寿命，建设国

民健康体系至关重要。

2023 年初，“二十条”

和“新十条”发布，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新冠由“乙类甲

管”正式调整为“乙类乙管”。

5 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

冠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曹彬教

授团队在柳叶刀子刊发表论

文，新冠患者出院 3 年后，

54% 仍有后遗症，以轻中度

为主，胸部影像和肺功能恢

复良好。《自然》刊载自瑞

典的研究，FOXP4 基因与

长新冠相关。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瞿介明

教授、陈赛娟院士，系统性

地描述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

种对奥密克戎感染者免疫反

应的影响，登上《细胞》杂志。

王辰院士指出，2023

年初，随着疫情防控转段，

新冠患者蜂拥而至，“全

院都是呼吸科”。新冠后，

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呼吸

疾病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国家呼吸中心郑劲平教医院国家呼吸中心郑劲平教

授授开发肺功能大数据和 AI

辅助系统，细化了 72 项肺

功能检测指标。此外，钟钟

南山院士团队南山院士团队发布了肺结节

人工智能诊断系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

为民教授表示，呼吸与危重

症学科领域应用人工智能

主要集中在疾病早期诊断

和辅助决策，全程管理方

面。肺部疾病病理人工智能

辅助诊断系统及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智慧全程管理平

台，既能提高高级专科医师

工作效率，又能助力年轻医

师、基层医师提升诊疗能

力，更为呼吸疾病诊治规范

化，全程化发挥重要作用。

提升呼吸学科内科危重症照护能力

呼吸罕见病规范化诊疗提上日程

肺栓塞研究进入新阶段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英文）》杂志创刊

四项哮喘指南发布

远离烟草  拥抱健康

慢性咳嗽研究登上国际舞台

呼吸慢病进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战疫”进入新阶段

人工智能引领呼吸诊疗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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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中华医学会呼2023 年中华医学会呼

吸病学年会（CTS2023）吸病学年会（CTS2023）

首次设置“呼吸遗传及罕首次设置“呼吸遗传及罕

见病”专场，学术交流后，见病”专场，学术交流后，

呼吸遗传及罕见病筹备学呼吸遗传及罕见病筹备学

组于晚间召开了工作启动组于晚间召开了工作启动

会。9 月 18 日， 国 家 卫会。9 月 18 日， 国 家 卫

健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健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

《第二批罕见病目录》，《第二批罕见病目录》，

共纳入 86 种罕见病。第共纳入 86 种罕见病。第

二批罕见病目录涵盖的呼二批罕见病目录涵盖的呼

吸系统相关疾病在广度和吸系统相关疾病在广度和

深度上均有重要拓展。深度上均有重要拓展。

北京协和医院徐凯峰北京协和医院徐凯峰

教授教授指出，指出，呼吸遗传及罕见呼吸遗传及罕见

病筹备学组的设立，是我国病筹备学组的设立，是我国

呼吸遗传与罕见病发展中至呼吸遗传与罕见病发展中至

关重要的一步，对进一步提关重要的一步，对进一步提

高罕见病的认知、攻克罕高罕见病的认知、攻克罕

见病的诊疗难题具有重要见病的诊疗难题具有重要

意义。罕见病顾名思义是意义。罕见病顾名思义是

发病率低的一组疾病，但发病率低的一组疾病，但

却是临床诊疗过程中经常却是临床诊疗过程中经常

需要保持警觉性的疾病，需要保持警觉性的疾病，

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重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重

视罕见病的诊治，提高罕视罕见病的诊治，提高罕

见病的规范化诊疗能力。见病的规范化诊疗能力。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

会哮喘学组在 CTS2023 期间会哮喘学组在 CTS2023 期间

发布 4 项指南共识：《轻度发布 4 项指南共识：《轻度

支气管哮喘诊断与治疗中国支气管哮喘诊断与治疗中国

专家共识（2023）》《胸闷变专家共识（2023）》《胸闷变

异性哮喘诊治中国专家共识》异性哮喘诊治中国专家共识》

《儿童胸闷变异性哮喘诊断《儿童胸闷变异性哮喘诊断

与治疗专家共识》以及《全与治疗专家共识》以及《全

球哮喘管理和预防策略（球哮喘管理和预防策略（20232023

年更新年更新）- 中文版》。）- 中文版》。哮喘学哮喘学

组组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组组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沈华浩教授属第二医院沈华浩教授指出，指出，

此次哮喘学组发布的领域四此次哮喘学组发布的领域四

大指南共识，为呼吸学科的大指南共识，为呼吸学科的

前进注入持久的动力，持续前进注入持久的动力，持续

推动我国哮喘事业迈向新高推动我国哮喘事业迈向新高

度，共同开创哮喘防治事业度，共同开创哮喘防治事业

美好明天翻开新的篇章。美好明天翻开新的篇章。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张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张

旻旻教授教授指出，轻度哮喘同样指出，轻度哮喘同样

存在急性发作甚至死亡风险，

轻度哮喘诊治专家共识的制

定旨在加强临床医生对轻度

哮喘的重视，进一步加强哮喘

的规范化治疗。胸闷变异性哮

喘是国内首先报道的一种不

典型哮喘，临床容易误诊误治，

专家共识的颁布，将使此类

患者更多地得到及时的诊治，

推动这方面的临床研究。

77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