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善于思

考 和 总 结 的 临

床医 生， 其 日 常

工作本身就蕴含着

科研的价值，能驱动

其不断探索改进诊疗方

式，为所在学科的发展贡

献力量。”宋元林教授强

调，作为一名临床医生，

要在日常的诊疗活动中积

累经验，并将临床实践与

科学研究紧密结合。他认

为，临床工作中的每一个

疑惑与思考，都可能成为

科研探索的起点。青年

医生应当勇于将临床遇

到的问题带入实验室，

通过科学实验揭示疾病

规律，验证潜在的治疗

策略，并力求将其转化为

更加高效、针对性强的临

床解决方案。一旦在实验

层面获得突破，便应积极

推动临床试验，验证这些

创新方法在实际患者中的

有效性，进而推动临床诊

疗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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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报讯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融媒体记者 张玉辉张玉辉）近年来，在王辰院士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全国呼吸学科通过人才培养、学科建设、行业发展这“三驾马车”战略，已驶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呼吸学科正由大学科向强

学科迈进，许多优秀中青年医师已成为医院管理者和学科带头人。那么，他们如何将呼吸学科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理念融入到自己的管理和临床科研工作中 ？他们又将如何承担自己的新责任与新使命？《医师报》

记者专访了记者专访了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 华西医院 ) 院长罗凤鸣教授、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东院）副院长高凌云教授、淄博市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刘波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宋元林教授、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任涛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金阳教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任涛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金阳教授。。

金阳金阳  主诊医师负责制激发“新质医学生产力”  主诊医师负责制激发“新质医学生产力”

罗凤鸣罗凤鸣   加大投入保障呼吸学科高质量发展   加大投入保障呼吸学科高质量发展

刘波刘波  培养基层呼吸医师多学科视野  培养基层呼吸医师多学科视野

高凌云高凌云 搭建学科发展舞台  着眼学科长远规划 搭建学科发展舞台  着眼学科长远规划

呼 吸 与 危 重 症 医 学

（PCCM）科在王辰院士倡

导下，在全国医疗行业率先

及时推行主诊医师负责制。

主诊医师需要独立开展临床

工作，直接为患者提供医疗

照护，全权、全责、全过程

负责患者医疗工作。主诊医

师在这个全过程中将不可避

免地直接面对临床出现的各

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些问

题可以通过学习指南共识和

查阅文献及请教同行或上级

医师得到答案和解决方案，

而有些问题由于没有现成答

案则是需要开展相应临床研

究加以解决。

呼吸青年医师在从专培

医师成长为主诊医师的过程

中，也是临床研究的直接参

与者和一线攻关者。因为他

们持续在临床一线接触患者，

最易率先发现临床问题；并

可以在亲身进行患者诊治时，

更易产生主动解决问题的触

动；通过对患者全病程的管

理与追踪，也最易积累第一

手临床病例资料。在这个过

程中，青年医师不断面对临

床问题，进而独立思考及凝

练临床科学问题，并不断努

力解决临床科学问题，以提

升临床与科学研究能力，促

使其从医疗向医学转化，催

生呼吸青年主诊医师全方位

的快速成长，激发其成为“新

质医学生产力”的生力军。

主 诊 医 师 负 责 制 是

PCCM 科走向先进学科的关

键举措，是非常及时重要的，

对于引领带动整个行业形成

科学的医疗行业生产关系、

优化医生职业发展路径和规

划、推动以结业专培医师到

主诊医师的青年医学人才快

速培养、激发行业活力具有

重要意义。“在学科交叉融合的时

代趋势下，培养具有多学科

视野的基层呼吸医师显得尤

为迫切。”刘波教授表示，

这不仅关乎呼吸临床诊疗的

精准性和规范性，更是提升

我国整体呼吸医疗水平，特

别是应对新发呼吸道传染病

挑战的战略需求。

他 指 出， 基 层 医 院 作

为区域内医疗服务的基石，

承 担 着 首 诊、 筛 查、 治 疗

和 转 诊 的 重 要 任 务， 加 强

多学科融合的呼吸医学人

才 培 养， 对 于 优 化 诊 疗 服

务、 提 高 救 治 成 功 率 具 有

深远的意义。

淄 博 市 市 立 医 院 通 过

实践，展示了多学科融合在

基层呼吸专科发展的强大效

果。医院组建跨呼吸危重症、

微生物学、影像学和药学的

协作团队，聚焦快速诊断、

救治能力和科研探索，实施

精准抗感染策略，锻造出技

术先进、经验丰富的医疗队

伍。刘波教授表示，该模式

不仅革新了呼吸病学实践，

还为基层医疗其他领域树立

典范。

医 院 充 分 利 用 首 诊 患

者的丰富资源，打造了集生

物标本、菌种库、临床资料

库于一体的研究支撑平台，

培养了一支涵盖流行病学、

生物信息学等领域的专业团

队，以多学科视野推动了科

研：获批国家药物临床试验

基地，累计承担 20 项多中

心药物临床试验，两项抗新

冠病毒药物Ⅱ期临床研究入

组例数排名全国前三。在应

用西罗莫司联合奥司他韦成

功救治重症 H1N1 流感并发

呼吸衰竭孕妇基础上，发现

西罗莫司联合奥司他韦减轻

重症流感肺损伤关键信号通

路，进而获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呼吸学科的 CMI 值达

到 1.54，连续两年获得“山

东省细菌耐药监测数据报送

先进 单位”三 级医院 第 一

名，率先报道新城疫病毒致

免疫正常宿主重症

肺炎的研究成果。

在山东省呼吸和

临床微生物两个

领域，医院率先

获 评“ 泰 山 学 者

青年专家”岗位。

这 些 成 绩， 不 仅

反映了多学科视野

对 医 院 综 合 实 力 的

提 升， 也 见 证 了 其

在基层呼吸医师培养

中的价值。

呼吸系统疾病因其普

遍的高致病率、严重的致

死率及给经济和社会造成

的巨大压力，已成为影响

公众健康的严峻威胁之一。

高凌云教授强调，要让呼

吸学科从规模走向强势，

必须跨越“大而不强”的

现实鸿沟，而这离不开精

准的战略布局与高效的资

源配置。

一人一策留住用好人才
“在科研与临床深度

融合的背景下，构建高效

的人才孵化体系是学科攀

登高峰的核心。”高凌云

教授将人才视为学科发展

的灵魂，倡导“不拘一格

引才”的理念，实施个性化、

定制化的人才引进与培养

策略。他指出，医院不仅

要积极通过“一人一策”

的职业发展路径积极引才，

还要注重内部人才的培育，

激励每一位医疗工作者释

放潜能，确保人才能够引

进来、留得住、用得好。

同时，加大基础设施

投资和技术装备的更新换

代，进一步提高医院学科

的竞争力和实力，为人才

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并

在政策层面，如科研项目

申报和优秀人才评选上给

予倾斜，确保人才既有动

力又有平台，从而在呼吸

学科内形成良性循环，推

动呼吸学科向前迈进。

贯彻“三提升两保障”策略

作为医院管理者，应

着眼于学科发展的长远规

划。高凌云教授提出了“三

提升两保障”的核心策略，

即提升医疗技术水平，提

升学科知名度、提升科研

创新及转化能力；同时加

强制度与文化两大保障。

他表示，医院最基本

最重要的工作是治病救人，

需要不断提升医疗技术水

平满足群众就医需求。鼓

励学科带头人及骨干人员

到全国乃至全球专科排名

前五的单位学习，掌握新

技术，在亚专业方向做专、

做优、做精、做强，更好

的服务于广大患者，带领

学科发展。此外，医院管

理者应积极鼓励医务人员，

特别是学科带头人参与行

业标准的制定、国际国内

指南和共识的撰写，以提

升学科的知名度和学术领

导力；在科研方面，医院

应加强科研团队建设，提

升创新能力，促进成果转

化。鼓励申报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及省级以上重点研

究项目，同时开展创新医

疗服务，探索新技术，为

学科发展注入活力；还应

鼓励团队发表高质量论文，

为临床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提升文章被引率，增强学

科的影响力。

此外，建立健全各项

规章制度，以制度规范管

理。特别是健全医疗质量

管理体系，强化医疗质量

监管与评估，实施定期考

核，落实奖惩制度，激发

员工积极性，促进学科健

康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强

化呼吸学科医护人员的人

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他

表示，在历次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中，呼吸科医护人

员展现出了无畏的奉献精

神和高度的职业素养，医

院应注重医院文化建设，

营造温馨的就医环境，提

升医务人员的职业素养和

道德水平，同时提高患者

满意度，打造公开透明、

安全可靠的服务形象，增

强患者信任感，进一步提

升 团 队 的 凝 聚 力 和 战 斗

力， 为 社 会 公

共卫生安全

筑 起 坚 实

的防线。

高

凌 云 教

授 总 结

道。“通

过‘ 三

提 升 两

保 障 ’

不 仅 能

促进学科

影响力的提升，更能为

医院的可持续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任涛任涛  全面优化人才培养体系  全面优化人才培养体系

“ 栽

下 梧 桐

树， 自 有 凤

凰来”。任涛教

授指出，学科建设

的实质在于搭建一个

高水平的平台，吸引并培

育杰出的青年人才，以响应

国家发展需求与民生期望。

在 人 才 培 养 方 面， 任

涛教授提出了一个综合性

的 视 角， 重 点 关 注 三 个 核

心维度：学科建设的强化、

专业细分领域的创新拓展、

青年人才的个性化培养方

案 设 计 与 执 行。 他 强 调，

这 三 大 支 柱 相 辅 相 成， 共

同推动了人才培养体系的

全面优化。

在 实 践 层 面， 上 海 市

第六人民医院呼吸内科采取

了技术驱动战略，特别是在

肺再生医学这一前沿领域持

续深耕，成功塑造了学科特

色。科室鼓励差异化的学科

发展路径，专注于如间质性

肺病等特定疾病领域的深入

研究，在成功招募到具有海

外留学背景的博士人才的同

时，也见证了团队内部成员

的显著成长，直观体现了学

科建设的积极成效。

“作为科室领航者，应

视自己为团队的引领者与守

护者，坚持目标明确、持之

以恒的领导风格，同时强调

团队氛围中的包容与欣赏，

为每位成员营造一个充满安

全感和动力的工作环境。”

任涛教授十分尊重并理解团

队成员个人发展节奏的多样

性，鼓励团队成员在最适合

自己的阶段发光发热。

此 外， 科 室 在 亚 专 业

建设和基于 PCCM 框架上，

设 立“ 四 室”（包括肺功

能室、重症监护室、呼吸

治疗介入诊疗室和干细胞

治疗室）不仅深化了专业

细分，也强化了团队协作，

明确了发展方向。

任涛教授认为，对于青

年人才的培养可采用“三扎

实”，即坚实的临床技能、

研究能力和教学能力作为评

价基准，引导青年医生在个

人成长与团队目标之间找到

平衡，为推动我国医药卫生

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使命在肩  中青年呼吸医师与时代共鸣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及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在全球范围

内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显著，

呼吸学科在此背景下展现出

其至关重要的作用，高质量

发展呼吸学科对提高全民健

康具有巨大促进作用。

罗凤鸣教授指出，在医

院层面，呼吸学科不仅直接

关系到慢性及急性呼吸系统

疾病的防治成效，还对提高

医院整体医疗服务水平和质

量至关重要。呼吸学科在医

院提升危重症患者救治成功

率、保障高危手术患者围手

术期安全、静脉血栓栓塞症

（VTE）防治、防治外科手

术后呼吸道并发症等均发挥

关键作用，是保证医疗安全

的重要力量。

罗凤鸣教授表示，医疗

机构应采取系列具体措施保

障呼吸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他提出，首先应该激发呼吸

学科发展的内生动力，包括

指导学科建制、学科规划、

激励体系等方面，充分发挥

学科管理层、学科骨干成员

及年轻后备人才的主观能动

性，促进学科发展。其次要

适当扩大学科规模，包括增

加床位数量和强化呼吸重症

监护病房（RICU）的配置。

最后，医院应加大在科研创

新和医疗前沿技术相关设备

上的投入，为呼吸疾病的诊

治能力提供必要支持。

“在提升呼吸科临床服

务质量和增强学科影响力方

面，医院管理层应采取主动

策略。”罗凤鸣教授指出，

这包括明确重视呼吸学科的

高 质 量 可 持 续 发 展， 依 据

PCCM 规范化建设要求，不

断提升服务和诊疗能力。

作为国内顶尖的医疗机

构之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紧

密结合国家医学中心建设和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总体

目标，通过前瞻性的布局和

创新性的实践，建立了转化

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四川）临床研究核心基地，

为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有机

结合搭建平台。同时，还启

动了 5 个高峰学科建设，旨

在通过集中优势资源，引进

和培养顶尖人才，开展原创

性科学研究，为呼吸学科的

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通过政策引导、平台建

设等一系列管理举措，促进基

础研究实验室与临床科室之间

的融合发展，面向临床

需求，加速研究科研

成果向临床实践的

转化，从而全面提

升呼吸学科的临

床服务水平和学

术 影 响

力 。 ”

罗 凤 鸣

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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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王辰院士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全国呼吸学科通过人才培养、学科建设、行业发展这“三驾马车”战略，已驶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呼吸学科正由大学科向强）近年来，在王辰院士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全国呼吸学科通过人才培养、学科建设、行业发展这“三驾马车”战略，已驶入加速发展的快车道，呼吸学科正由大学科向强

学科迈进，许多优秀中青年医师已成为医院管理者和学科带头人。那么，他们如何将呼吸学科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理念融入到自己的管理和临床科研工作中 ？他们又将如何承担自己的新责任与新使命？《医师报》学科迈进，许多优秀中青年医师已成为医院管理者和学科带头人。那么，他们如何将呼吸学科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理念融入到自己的管理和临床科研工作中 ？他们又将如何承担自己的新责任与新使命？《医师报》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 华西医院 ) 院长罗凤鸣教授、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东院）副院长高凌云教授、淄博市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刘波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宋元林教授、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 华西医院 ) 院长罗凤鸣教授、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东院）副院长高凌云教授、淄博市市立医院党委副书记刘波教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宋元林教授、

免疫正常宿主重症

肺炎的研究成果。

在山东省呼吸和

临床微生物两个

领域，医院率先

获 评“ 泰 山 学 者

青年专家”岗位。

这 些 成 绩， 不 仅

反映了多学科视野

对 医 院 综 合 实 力 的

提 升， 也 见 证 了 其

在基层呼吸医师培养

力， 为 社 会 公

共卫生安全

筑 起 坚 实

的防线。

高

凌 云 教

授 总 结

道。“通

过‘ 三

提 升 两

保 障 ’

不 仅 能

促进学科

宋元林宋元林
从临床出发推动科研创新从临床出发推动科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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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坚实的基础。”

提升科研提升科研
创新能力创新能力

影响力的提升，更能为

医院的可持续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下坚实的基础。”

需求，加速研究科研

成果向临床实践的

转化，从而全面提

升呼吸学科的临

床服务水平和学

下坚实的基础。”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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