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前，中日友好医

院曹彬教授团队发表研究

显示，即便是轻症的新冠

患者，康复后体内仍会存

在新冠病毒，残存的新冠

病毒与长新冠症状相关。

（Lancet Infect Dis.4 月 23

日在线版 ）

研 究 团 队 调 查 了 225

例轻症奥密克戎病毒感染

后 1、2、4 个 月 的 317 份

样本，包括血液、胃黏膜

以及多种手术切除的组织

样本。结果显示，感染后

1、2、4 个 月 的 手 术 标 本

中病毒核酸检出率分别为

30%、27% 和 11%，表明病

毒在感染后数月仍可在部

分患者体内持续存在。此

外，43% 的病毒存在样本

中可检测到病毒亚基因组，

提示这些残存的病毒可能

仍在进行复制。在免疫力

低下的患者（如淋巴瘤、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血

浆、粒细胞和单个核细胞

中也检测到了病毒核酸，

而免疫正常患者血液中检

测不到病毒核酸。提示免

疫受损患者体内病毒持续

存在的风险更大。

研究还发现，病毒持

续存在可能会破坏细胞的

正常功能，与长新冠症状

相关。在病毒长期存在的

组织中，某些基因表现出

活性降低，而与凝血和胆

固醇调节相关的基因表现

出活性失调。这表明病毒

的持续存在可能对整体健

康状况产生影响。

免疫力正常的人病毒

清除的快，免疫力低下的

人病毒清除的慢。但是，

11% 的人在感染后 4 个月

还能检测到病毒，这个比

例并不低。研究发现，康

复患者中病毒核酸的检出

与长新冠症状显著相关，

且病毒拷贝数较高的患者

更有可能在发烧、“刀片嗓”

症状结束后，至少 2 个月

持续表现出疲劳、呼吸短

促、睡眠障碍等长新冠症

状。应关注长新冠造成的

影响，即便新冠症状消失，

病毒仍可能在体内持续存

在并对健康造成影响。

本 研 究 是

王辰院士牵头

开 展 的“ 中 国

成人肺部健康研究”继

阐明我国慢阻肺病、支

气管哮喘、小气道疾病

等流行特征后，又一重

要成果，填补了我国相

关领域的空白。

首次开发了基于国

人代表性人群的肺功能

参考值公式。肺功能检

测指标异常程度的解读

依 赖 于 其 参 考 值， 舒

张 后 肺 功 能 是 准 确 评

价慢阻肺病疾病负担和

严重程度的关键指标。

然而，目前临床中参考

值公式均是基于舒张前

肺功能指标建立的，与

指南要求存在出入，国

内外均缺乏基于大规模

代表性人群的舒张后肺

功能参考值公式。本研

究基于“中国成人肺部

健康研究”这一具有全

国代表性的大型流行病

学调查，填补了舒张后

肺功能参考值计算这个

研究空白，建立了包括

F E V 1、 F V C 、 F E V 1/

FVC、PEF、小气道指

标等在内的舒张后参考

值公式，为准确解读国

人肺功能检测结果和提

高临床诊疗准确性奠定

了基础。

首 次 评 估 了 基 于

舒 张 后 参 考 值 公 式 对

慢 阻 肺 病 负 担 的 影

响。 本 研 究 发 现， 与

pos t-BD FEV1/FVC

＞ 舒 张 后 健 康 人 群 低

限（LLN） 的 人 群 相

比 ， p o s t - B D  F E V 1 /

FVC ＜ 舒 张 后 一 秒 率

低 于 LLN 但 大 于 舒 张

前 LLN 的 人 群 呼 吸 道

症 状 更 多， 其 他 肺 功

能 检 测 指 标 也 更 低。

使 用 post-BD FEV1

参 考 值 公 式 会 将 更 多

慢 阻 肺 病 患 者 分 类 到

GOLD Ⅱ ~ Ⅳ 级 中。

使 用 舒 张 后 肺 功 能 参

考 值 可 以 识 别 更 多 慢

阻肺病高风险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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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王辰院士、杨汀教授发布舒张后肺功能参考值研究成果

慢阻肺病诊断有了新“标尺”  
日前，国家呼吸医学

中心中日友好医院王辰院

士、杨汀教授等基于大规

模全国代表性人群开发了

舒张前后肺功能参考值公

式，并评估了使用舒张后

参考值公式对疾病负担评

估的影响。（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4 月 30 日

在线版）

研究以中国成人肺部

健 康 研 究 中 17 969 例 健

康、 不 吸 烟 的 受 试 者 计

算 支 气 管 舒 张 剂 使 用 后

（post-BD）1 秒 用 力 呼

气 量（FEV1） 和 用 力 肺

活 量（FVC） 以 及 FEV1/

FVC 参考值，并把参考值

应用所有受试者评估，以

确定气流限制患病率和严

重程度分级时使用参考值

之间的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使用

参 考 值 前 气 流 限 制 患 病

率为 5.36%，使用参考值

后 的 气 流 受 限 患 病 率 为

8.02%。 另 外 有 3.51% 的

受试者使用参考值后被确

定为Ⅱ ~ Ⅳ级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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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康复后病毒在体内长期存在新冠康复后病毒在体内长期存在

去泛素化酶在肺动脉高压
发生发展中起关键作用

新冠感染会导致过敏风险明显增加

呼吸道合胞病毒流行时间
为 11 月至次年 3 月

日 前， 广 州 医 科

大学呼吸疾病全国重

点实验室汤海洋教授

团队发表研究揭示了

去泛素化酶（UCHL1）

在肺动脉高压（PAH）

发 生 发 展 中 的 关 键

作 用。 研 究 发 现，

UCHL1 抑制能够缓解

肺动脉高压的发展，为

该病的治疗开辟了新

的方向。（Circulation.5

月 2 日在线版）

该 研 究 首 先 在

肺 动 脉 高 压 PAH 患

者的肺组织中，发现

UCHL1 的表达水平较

非PAH患者明显增加，

主要集中在肺血管的

内皮细胞层和外膜层，

以及代偿性肥厚的右

心室中。此外，实验

动物 PAH 模型的肺组

织中，UCHL1 与对照

组相比也明显增加。

UCHL1 的基因敲除能

够在大鼠和小鼠模型

中缓减肺动脉高压的

病理过程，为 UCHL1

在 PAH 治疗中的潜在

作用提供了进一步的

证据。

日前，来自韩国、

日本和英国的多国队

列研究的文章表明，

感染新冠的人群，在

康复后，整体过敏性

疾病的发生风险增加

了 20%，特别是过敏性

哮喘增加了 125%（危

险 比 2.25）、 过 敏 性

鼻炎增加了 23%( 危险

比 1.23)，并且中度至

重度新冠肺炎导致总

体过敏后遗症的风险

更高。接种新冠肺炎

疫苗与过敏性疾病风

险降低相关。该研究

发现至少接种两次疫

苗时，总体过敏性疾

病及其亚型（包括哮

喘、 特 应 性 皮 炎、 过

敏性鼻炎和食物过敏）

的风险不再显著高于

未感染的对照组（接

种 2 针 发 生 过 敏 性 疾

病的风险比值为0.89）。

（Nat. Commun.4 月 2

日在线版）

研 究 者 分 析， 感

染新冠病毒之后，很

可能会导致 T 细胞平

衡紊乱；一般情况下，

病毒感染会刺激形态

学变化，诱发免疫反

应，进而导致过敏性

疾 病 的 发 生。 此 外，

与新冠严重程度相关

的“细胞因子风暴”

也会导致高炎症和过

敏性反应，引发呼吸

道相关的严重后遗症。

日 前， 南 京 医 科

大学李有教授团队发

表研究揭示了中国不

同地区间呼吸道合胞

病毒（RSV）流行差异，

纬度最低的地区 RSV

流行持续时间最长，

多数地区 11 月至次年

3 月为流行季。（Lancet 

Public Health.4 月 23

日在线版）

从 RSV 流 行 持

续时间来看，纬度最

低的地区（北回归线

上或附近）RSV 流行

持续时间最长，范围

在 6.4 ~7.4 个 月； 研

究未发现经度与 RSV

流行持续时间存在相

关 性；62% 的 地 区 具

有明显的 RSV 季节性

（定义为流行持续时

间为不超过 5 个月），

从 RSV 流 行 的 具 体

月份来看，不同地区

RSV 流行月份存在差

异，但也存在共性，

即 71% 的 地 区 RSV

季节流行集中于 11 月

至 次 年 3 月；67% 的

地 区 RSV 流 行 季 于

10 月 或 11 月 开 始。

从流行季的出现频率

来看，除福建地区有

2 次 RSV 流行季外（厦

门 有 2 次， 福 州 有 1

次），其他地区一年

中都有 1 次 RSV 流行

季。因此，应根据不

同地区之间开展婴幼

儿计划性免疫接种的

适宜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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