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范围内，结核

后肺疾病患者数量庞大，

发病率及病死率均高。 

结核后肺疾病是指部分

或全部由肺结核病引起

的慢性呼吸系统异常的

一组肺疾病，伴或不伴

有临床症状。中日友好医

院赵红梅教授指出，中

国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

由于种种原因，对于结

核后肺疾病的关注度较

低。她呼吁，将综合医

院纳入结核病防治体系

中，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并且及时开展呼吸康复

工作，降低结核后肺疾

病的致残率，帮助结核

病患者更好回归社会。

赵红梅教授表示，

结核病的幸存者，肺功能

会出现一定损伤，这些损

伤可导致躯体、心理、精

神以及社会适应能力方

面的问题，对于这些结核

病幸存者而言，结核病后

的后遗症限制了他们的

机会和享受生活，并增加

了早死的风险。在临床中，

很多肺结核患者会出现

肺损毁或代偿性肺气肿，

早期识别及治疗结核后

继发的细菌、真菌、非结

核分枝杆菌等感染对防

止结核后肺疾病进一步

恶化十分关键。

“结核后肺疾病患

者也是呼吸康复的适用

人群，已有研究证实，

肺结核治疗后进行肺康

复治疗可减轻肺功能损

伤，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赵红梅教授表示，应在

结核病的早期开展呼吸

康复，以降低结核病对

患者造成的损伤，帮助

患者更好的回归日常生

活、回归社会工作。

“教育是基础、评

估是保障、运动是基石。”

赵红梅教授表示，首先，

要强化对相关人员的教

育，让患者以及医务人

员认识到呼吸康复的重

要性，并且接受呼吸康

复治疗 ; 其次，要评估

患者情况，发现患者存

在的问题，根据患者情

况制定运动康复方案 ;

最后，以运动为主，展

开跨学科合作，帮助患

者更好的回归社会。

对于已经收入院的

患者，应评估患者情况，

根据患者情况结合患者自

身诉求，制定肺康复目标，

对于难点问题可进行多学

科讨论。在康复干预阶段，

要加强对患者和家属的教

育，让其了解呼吸康复的

意义，医师应为患者制定

肺康复方案，通过排痰训

练、有氧运动、呼吸节律

等方式进行肺康复。

“肺康复训练这一

非药物治疗方法在肺结

核后肺病治疗过程中发

挥积极作用，能够增强

患者运动耐力，减轻呼

吸困难的严重程度，缓

解抑郁、焦虑等负性情

绪，改善健康相关生活

质量并降低疾病经济负

担。”赵红梅教授表示，

肺康复治疗目前存在资

金投入不足，患者无法

报销，肺康复专业技术

人员培训不足等情况，

导致肺康复治疗得不到

充分应用。呼吸康复在

结核后肺疾病的患者中

作用还有待于更多的研

究。“我期待经过社会

各界的努力，未来更多

的结核后肺疾病患者能

够获得肺康复治疗。”

赵红梅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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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医疗机构结核病发病高危人群的预防性治疗专家共识》发布

全方位提升结核预防与诊疗能力
医师报讯  日前，中日

友好医院曹彬教授、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瞿介明教授在《中华

结核和呼吸杂志》发表《综

合医疗机构结核病发病高

危人群的预防性治疗专家

共识》。共识指出，我国

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

但我国综合医疗机构的医

护人员对结核病发病高危

人群的认知还有待提升，

对结核病发病的高风险者

开展结核病预防性治疗相

关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存在

不 足。（ Chin J Tubere 

Respir Dis.8月23日在线版）

本共识在针对综合医

疗机构结核病发病高危人

群预防性治疗对象的界定、

治疗时机、治疗方案等临

床问题，在循证医学基础

上形成 19 条具有指导性的

专家推荐意见。其中，HIV

感染者 /AIDS 患者、使用

TNF-α 拮抗剂治疗者、长

期接受血液 / 腹膜透析治疗

的患者、拟接受器官移植

或骨髓移植者、矽肺患者、

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或其

他免疫抑制剂者、接受辅

助生殖的不孕不育女性等

推荐开展结核潜伏感染的

检测以及开展预防性治疗。

共识指出，针对结核

病发病高危人群开展预防

性治疗是降低结核病发病

率、实现终止结核战略目标

的重要手段。预防性治疗的

目标人群多来自综合医疗

机构，提升综合医疗机构潜

伏结核病诊断能力和预防

性治疗水平既是对目标人

群多元化健康需求的满足，

也是强化综合医疗机构在

我国结核病防治体系中发

挥重要职能的必然选择。

优化预防性治疗方案
  从预防性治疗方案的

选择和创新来说，需要密

切结合预防性目标人群的

特点和健康水平。在充分

考虑安全性、有效性的基

础上，还需要不断积累临

床证据以指导药物的联合

应用、治疗方案的优化和

治疗时机的选择。结合我

国国情，加强需要更少资

源投入、具有更高安全性

和依从性的超短程预防性

治疗方案的探索，并在实

践过程中开展综合评价以

指导方案优化。

精准干预 强化多学科合作

预防性治疗疫苗和免

疫干预制剂的研发和应用，

将为在更多长期潜伏结核

病人群覆盖预防性治疗、

充分发挥这一手段的公共

卫生价值提供更适宜的技

术支撑。发挥中医药“治

未病”的独特优势，探索

中西医结合的预防性治疗

方案将满足患者多元化的

健康需求。从预防性治疗

管理来说，需要提升共病

管理水平及相关技术体系

的建设。一方面，需要加

强综合医疗机构不同学科

与结核病学科的交流协作，

为不同高危人群预防性治

疗的实施提供适宜的、个

体化的技术体系和统筹方

案；另一方面，更适宜的

技术体系和更系统的患者

管理是实施精准干预、提

高干预效果的前提。

借鉴活动性结核病的

管理经验，充分利用智能

化系统、电子化技术等提

升患者依从性和预防性治

疗完成率将为预防性治疗

的推广实施提供质量保证。

随着预防性治疗工作的深

入，我国结核病疫情和流

行特征将发生快速演变，

人们关于结核病和共病管

理的健康需求将更加迫切，

综合医疗机构在结核病防

治工作中的职责和使命将

更加凸显，科技创新引导

下的能力提升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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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病

理科车南颖教授团队于《军

事医学研究》发表论文，

证实了结核分枝杆菌游离

DNA（MTB cfDNA） 技

术诊断结核性胸膜炎方面

相比传统分枝杆菌培养以

及 GeneXpert 分子检测技

术具有显著优势，为结核

性胸膜炎的确诊率提升开

辟 了 新 途 径。（Mil Med 

Res.8 月 22 日在线版）

研 究 纳 入 2020- 

2022 年，11 个 医 学 中 心

的 1344 例 疑 似 结 核 性

胸 膜 炎 患 者。 与 传 统 检

测 方 法 的 性 能 对 比 中，

MTB cfDNA 检 测 技 术

展 现 出 卓 越 的 灵 敏 度，

高达 73.6%，这一数据显

著超越了传统培养方法

的 54.2% 和 Xpert 技 术

的 40.8%。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在培养和 Xpert 检

测 均 呈 阴 性 结 果， 但 经

临 床 诊 断 确 认 的 677 例

结 核 性 胸 膜 炎 患 者 中，

MTB cfDNA 能够额外识

别 出 241 例 (35.6%)， 显

著提升了该疾病的诊断

率。值得注意的是，MTB 

cfDNA 在 参 与 研 究 的 不

同医学中心间表现出的灵

敏 度 有 所 不 同， 范 围 从

61.2%~93.3%， 但 这 些 差

异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即便如此，cf-TB 检测灵

敏度在所有中心中均显著

高于传统分枝杆菌培养和

Xpert 技术。更令人鼓舞

的是，在儿童结核性胸膜

炎 诊 断 上，MTB cfDNA

灵敏度与特异度均达到

100%。这一发现充分说明

了 cf-TB 检测技术在不同

地区、不同类型的医疗机

构中均具有出色的应用价

值和极佳的推广前景。

MTB cfDNA 技术是

结核性胸膜炎诊断新的

突 破， 可 推 动 全 国 范 围

内的结核性胸膜炎防治

进 程， 为 世 界 的 结 核 性

胸膜炎带来了新的诊治

理 念。 该 技 术 的 进 一 步

应 用 和 推 广， 为 实 现 世

界卫生组织提出的 2035

年“ 终 止 结 核 病” 行 动

目标贡献力量。

车南颖等《军事医学研究》发文
为提升结核性胸膜炎确诊率开辟新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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