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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家共话基层哮喘防治

提升基层哮喘诊疗能力  做好健康守门人
医师报讯（融媒体

记者 张玉辉 黄玲玲 裘

佳 刘则伯）近年来，哮

喘的全球患病率呈现出

持续增长趋势，成为影

响各国公共卫生领域重

点关注的慢性疾病之一。

大部分哮喘患者在

二级医院、社区医院、 

乡村卫生院等医疗机构

就诊，基层医院承担了

哮喘的诊断、治疗、随

访和教育等工作。广大

社区基层医院和乡镇卫

生院是防治哮喘等慢性

病的主战场。与大城市

三级医院相比较，目前

我国广大的基层医疗机

构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

医疗水平与医疗条件差

异较大等情况，广大基

层农村地区哮喘的误诊

误治仍极其普遍，哮喘

的规范化治疗亟待加强。

哮喘已是常见呼吸慢病

GINA2024 为基层哮喘管理“开方”

基层哮喘诊疗存在 13 大问题

哮喘如今在全世界

都是一个常见的慢性疾

病。据估计，全球有 3.4

亿哮喘患者，已经成为

当今世界上最为普遍的

疾病之一。

然 而， 我 国 71.2%

哮喘患者从未被医生诊

断，且只有 5.6% 接受了

规范化治疗，患者和大

众对于哮喘疾病本身及

其治疗方式的认知水平

仍有不足，哮喘规范化

诊疗与防治管理有待进

一步提高。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刘春涛表示，以前每年都

有很多患者因哮喘住院，

甚至因此去世；而现在，

如果再有患者因哮喘住

院，就是管理不到位，如

果因哮喘急性发作死亡，

几乎可以叫事故了。

刘 春 涛 教 授 认 为，

相对于其他呼吸系统慢

性疾病来说，哮喘是比

较好治疗的疾病。只要

管理得当，它是一个良

性的过程，很多患者就

可以长期、稳定地保持

健康状况，肺功能基本

没有问题，日常生活也

完全不受影响。

迟 春 花 教 授 表 示，

2024 年 更 新 的 全 球 哮 喘

防治创议（GINA），为

基 层 哮 喘 防 控 工 作 带 来

了新的方向与指导。

2024 年 GINA 更 新

中，哮喘诊断流程的一大

亮点是新增了对未控制呼

吸道症状以及气流受限的

确认，这有助于更早识别

哮喘患者。此外，还明确

引 入 了 咳 嗽 变 异 性 哮 喘

（CVA）概念，强调了这

种以咳嗽为主要表现的哮

喘表型，需要通过支气管

激发试验来诊断。

在临床实践中，CVA

难以与其他原因的慢性咳

嗽区分开来。迟春花教授

表示，CVA 是哮喘的一种

特殊类型，无明显喘息、

气促等症状或体征，但存

在气道高反应性，支气管

激发试验（BPT）是检测

气道高反应的重要手段。

针 对 成 年 及 青 少 年

哮 喘 患 者 的 治 疗 路 径 调

整，GINA 2024 强 调 了

风 险 因 素 评 估， 并 明 确

了抗炎缓解治疗（AIR）

的 具 体 药 物 和 剂 量。 治

疗 策 略 上， 建 议 同 时 使

用 SABA 和 ICS，特别是

在 Track 2（ 路 径 2），

以 增 强 治 疗 效 果。 成 人

与 青 少 年 哮 喘 治 疗 主 要

指 标 仅 有 细 微 变 化， 对

于 6~11 岁 儿 童，GINA 

2024 新 增 了 起 始 治 疗 的

证据指导。

迟春花教授提到，自

2021 年 以 来， 在 GINA

指南的 Track 1（路径 1）

中， 对 于 哮 喘 患 者， 按

需使用的低剂量 ICS- 福

莫 特 罗 已 成 为 Step 1 和

Step 2 治疗的首选。然而，

关 于 哪 些 患 者 应 该 直 接

从 Step 3 开 始 治 疗， 即

采用低剂量 ICS- 福莫特

罗 作 为 维 持 和 缓 解 疗 法

（MART）， 而 非 仅 在

需 要 时 使 用， 这 是 一 个

临床决策的关键点。

GINA 提出，确定是

否 采 用 MART 应 当 基 于

一系列临床考量，这些考

量因素需在地方监管框架

下综合评估，包括但不限

于患者是否经常出现哮喘

症状、是否正在吸烟，因

为吸烟会加重哮喘病情、

基 础 肺 功 能 测 试 显 示 的

FEV1 或 PEF 值低于正常、

过去有无严重的哮喘发作

记录、评估未来发作的可

能性、即便症状轻微，但

初始肺功能检查显示气流

受限、对刺激物的异常敏

感反应、环境中存在已知

的哮喘触发因素等。

“每个患者的情况都

是独特的，治疗决策应当

基于个体化评估，确保治

疗方案既有效又安全。”

迟 春 花 教 授 表 示， 哮 喘

评估不仅限于近期症状，

也 应 对 风 险 进 行 评 估，

包括对长期结局的关注。

此 外， 重 度 哮 喘 被 视 作

难治性哮喘的一个亚型，

要 求 更 细 致 的 管 理 和 个

性化治疗方案。GINA 还

提 倡 成 年 职 业 性 哮 喘 的

预防措施，以及针对无 2

型 炎 症 哮 喘 患 者 的 炎 症

表 型 评 估， 确 保 治 疗 的

精准化。

“ 我 们 也 走 过 很

多基层地区，有的县医

院连肺功能仪都没有，

有的县医院肺功能仪

用 得 非 常 好， 这 与 当

地 的 经 济 条 件、 医 疗

资源还有医护人员的

培 训 都 有 关 系。” 上

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

人民医院周新教授表

示，受限于当地条件，

有很多基层医院甚至

还没有新药物，还停留

在使用沙丁胺醇的“老

路” 上 面， 这 样 患 者

就无法获得规范化的

治疗，治疗效果有限，

长期疾病管理更是堪

忧。 他 希 望 将 来 在 县

医 院、 基 层 医 疗 机 构

中能看到大城市三甲

医院中正在使用的这

些基本用药。

“ 哮 喘 是 呼 吸 内

科的常见病，每个医学

生进入临床课程的第一

课可能就是哮喘，大多

数呼吸内科医生对哮喘

的理论知识并不陌生，

但在临床实践中仍存在

误区、盲区。”刘春涛

教授指出，在医疗机构

中，尤其是基层医疗机

构中，以下 13 个问题

尤其突出：

5 月 10 日，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呼吸科前往平凉市崆峒区开展义诊     5 月 10 日，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呼吸科前往平凉市崆峒区开展义诊     

提升基层哮喘诊疗能力迫在眉睫
广大社区基层医院和

乡镇卫生院是防治哮喘等

慢性病的主战场，加强对

广大基层医院哮喘规范化

诊治至关重要，这也是当

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 医 院 赖 克 方 教 授 曾 在

《 加 强 中 国 基 层 医 院 支

气管哮喘的规范化诊疗》

一 文 中 指 出， 应 从 加 强

呼 吸 专 科 设 置 及 医 师 培

训、 提 高 药 物 可 及 性、

推 广 哮 喘 与 咳 嗽 基 层 指

南、 普 及 肺 功 能 检 查、

重 视 基 层 哮 喘 患 者 教 育

等 五 方 面 着 手， 提 升 基

层哮喘防治能力。

他建议，无论是对于

基层医护还是患者，都应

该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时代

的便利条件开展各种形式

的活动，使得基层医生和

患者能够了解并快速提高

哮喘相关知识。

他期待政府部门、医

学会、三级医院专家与广

大基层医务工作者共同努

力，降低哮喘误诊、漏诊

率，减轻哮喘疾病负担。

“以上问题亦可见于

某些大医院的专科医生，

但在基层医疗机构更为普

遍。基层医院固然有药物

配置不全等限制，但更多

的是观念的落后，面对哮

喘患者习惯用‘三板斧’：

抗生素、口服激素加氨茶

碱。”刘春涛表示，中国

基层呼吸防治联盟专门编

写了《支气管哮喘防治指

南（基层版）》，而近年

来包括吸入性皮质类固醇

（ICS） 和 ICS/ 长 效 β2 

受 体 激 动 剂（LABA） 等

多种哮喘药物进入基药目

录，基层医生应当通过各

种渠道更新知识，改变观

念，特别是要警惕哮喘领

域的虚假宣传，自觉抵制

假药伪药，真正承担起呼

吸慢病“守门人”的职责。

“基层卫生健康服务

能力，是关系到我国分级

诊疗制度能否实现的基本

因素。” 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迟春花教授呼吁，通过

实施“促、防、诊、控、治、

康”六位一体呼吸系统健康

照护提升社区哮喘患者规

范化管理，不断提升哮喘

诊断及治疗的规范化水平，

强化风险评估和预防教育。

政府层面，推进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到 2035 年，签约服务覆盖

率达到 75% 以上，基本实

现家庭全覆盖，重点人群

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85%

以上，满意度达到85%左右。

对哮喘定义理解不够，没有正确把握哮喘的本质，如慢性、

持续性、反复发作性、可变性/变异性、可逆性、节律性等；

辅助检查选择不当；

辅助检查结果解读不准确；

认为哮喘都是过敏性；

忽略容易与哮喘混淆的疾病；

高估 / 低估哮喘病情；

不坚持哮喘规范化原则：包括过度使用支气管舒张剂，

忽略抗炎治疗；

过度采用口服药物，忽略吸入疗法；

过度使用茶碱，忽略短效	β2	受体激动剂（SABA）等一

线支气管舒张剂；

过度迷信中医中药、秘方偏方；

滥用抗生素、祛痰药等,不遵循分级治疗/阶梯治疗原则；

重视升级治疗忽略降级治疗；

重治疗轻管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