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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基层   构筑全民呼吸健康新防线医师报讯（融媒体

记者 刘则伯）“医生

不仅要关注临床，还要

关注公共卫生、关注群

医学。”中国工程院副

院长王辰院士指出，医

生要树立“大医学”“大

卫生”“大健康”的观

念，成为医学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的引领者。

近期，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简称“慢阻肺

病”）被纳入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对于慢

阻肺病的治疗，中青年

医师的目光不仅仅要放

在临床上，更要放在公

共卫生领域，乃至于基

层领域。医生要从“促

防诊控治康”六方面为

患者提供全面照护。

日 前， 在 第 四 届

“中青年呼吸学者精英

榜”“基层中青年呼吸

医生精英榜”推选宣传

活动总结会上，与会嘉

宾以慢阻肺病为例，围绕

“关注临床、关注公共卫

生”的主题展开讨论。
与慢阻肺病高发病率

极不相称的是低知晓率、

低肺功能检查率、低规范

治疗率，我国慢阻肺病的

防治形势非常严峻。数据

显示，目前我国慢阻肺病

的公众知晓率不足 10%，

仅有不足 3% 的慢阻肺病

患 者 知 晓 自 己 患 病， 近

90 ％ 此 前 从 未 得 到 明 确

诊断。

慢阻肺病的早期症状

常常不被重视，导致许多

患者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

机。预防是最经济有效的

健康策略，高丽指出，为

了有效应对慢阻肺病等呼

吸慢病带来的健康挑战，

医生需要转变健康理念，

从“治已病”和“以疾病

治疗为中心”的模式，转

向“防未病”和“以人民

健康需求为中心”的模式。

“面对慢阻肺病‘三低’

的局面，基层医生应主动

出击，将慢阻肺病的防治

化被动为主动。” 史兆雯

表示，慢阻肺病患者的早

期往往没有任何症状，等

出现喘憋等症状时，肺功

能已经很差了。

作为基层医生，史兆

雯常与科室医生一起，走

进社区，为社区百姓提供

慢阻肺病相关科普。“通

过医学科普，百姓对慢阻

肺病等呼吸慢病有了更为

直观的认知。科普提高老

百姓对慢阻肺的知晓率，

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是改善慢阻肺患者生活质

量的重要手段。” 史兆雯

说，“医学科普是’治未病’

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帮助

医生扭转局面，将被动治

疗慢阻肺病转为与百姓一

起推动慢阻肺病防治。”

史兆雯表示在慢阻肺

病的防治中，控烟工作尤

为关键。吸烟是慢阻肺病

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戒烟

和避免二手烟暴露是慢阻

肺预防和治疗最重要的一

环，也是最有效、最经济

的手段。戒烟可以减慢慢

阻肺患者肺功能下降的速

率，延缓病变进展，从根

本上改变慢阻肺的自然病

程，避免严重或致死性慢

阻肺的发生。

慢阻肺病是一种慢性

且进展性疾病，需要长期

规范的治疗，高丽指出，

慢阻肺病纳入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后，医生能为

患者提供更加系统和连续

的医疗服务，有助于提升慢

阻肺病的早诊和治疗有效

性，减少患者的急性发作，

从而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

以及有效延缓疾病进展。

“十几年前，每逢冬

天，医院都会收治很多重

度慢阻肺病患者。”蒋汉

梁表示，随着医学技术的发

展以及健康观念的转变，患

者对慢阻肺病等呼吸慢病

的认识不断加深，随着全

程管理的推进，大部分慢

阻肺病患者的症状得到了

较为有效的控制。

“ 慢 阻 肺 病 与 高 血

压、糖尿病等慢病患病数

量等量齐观，在全程管理

方面，也可借鉴高血压、

糖尿病的管理经验，完善

慢阻肺病全程管理流程。”

高丽说，对于病情复杂、

情况较重的患者，可转诊

至更有经验的医学中心进

行治疗，对于病情较为稳

定的患者，则可转诊至基

层医疗机构进行康复治疗

以及随访。

“ 远 程 医 疗 也 是 解

决特殊患者需求的重要途

径。对于基层医疗机构无

法处理的复杂病例，远程

咨询可以为患者提供及时

而专业的诊疗建议，确保

他们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

效果。” 蒋汉梁表示说。

在“三驾马车”的引

领下，呼吸学科人才培养

取得了长足进步，带动了

基层呼吸学科的建设及发

展。高丽表示，随着临床

指南的不断更新、推广，

慢阻肺病规范化诊疗水平

不断提升，此外，通过基

层 医 师 慢 阻 肺 病 知 识 培

训、慢阻肺疾病高危人群

筛查、慢阻肺患者规范化

诊断和长期随访管理多种

有效形式，形成了筛查、

确诊、随访和管理的一体

化分级诊疗模式。

“社区医院、乡镇卫

生院等基层医疗机构是慢

阻肺病防治的第一阵线，

在慢阻肺病高危人群筛

查、戒烟干预、长期随访

管理、康复治疗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基层医疗

机构是公共卫生服务的主

力军，只有提升基层医疗

机构的能力，才能有效增

强整体的公共卫生服务水

平。”刘碧翠说。

基层医院承担着呼吸

慢病防治的重要任务，然

而由于医疗资源和技术的

限制，基层医疗机构在呼

吸慢病患者的诊治方面存

在 着 一 定 的 短 板， 蒋 汉

梁指出，由于各种原因，

许多基层医院的技术能

力有限，呼吸专科的先进

技术和科学管理理念尚

未得到充分的推广。

为了弥补基层医院不

足，让基层医生和先进医

疗 技 术、 理 念 有 机 会 面

对 面， 中 华 医 学 会 呼 吸

病学分会青年学组医生

定期组织科技下乡活动，

通过该活动，基层医生与

青年学组成员得以交流，

把先进理念带入基层，同

时， 青 年 学 组 成 员 也 更

加了解基层所需、所想，

进一步帮助基层医疗人

员提升专业能力造福更

多患者。

近年来，以慢阻肺病

为代表的呼吸慢病的防治

受到国家重视，陆续出台

了一系列支持措施，包括

在 全 国 50% 以 上 的 基 层

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便携式

肺功能仪。刘碧翠表示，

随着肺功能仪器的逐步在

基层普及，人力资源短缺

情况逐渐暴露，设备利用

率不高。“内蒙的基层地

区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

部分区县医院因为人员短

缺，一周只有三天能开展

肺功能检测。”

肺通气功能检测是诊

断慢阻肺病的金标准，刘

碧翠表示，肺功能检测的

准确性受到多种因素的

影响，检查过程的质量控

制和结果判读非常重要。

数据显示，完全符合国际

标准（美国胸科学会和欧

洲呼吸学会的质量控制

标 准） 的 仅 占 7.2%。 不

少医院对于肺功能检测

中的质量控制认识不足，

甚至对最起码的质量控

制指标也不了解。因此，

未来应该面向基层医院

开展肺功能检测的培训

以及质控，提升肺功能检

测结果质量。

刘碧翠还提到，许多

基层医院的医务人员以全

科医生为主，缺乏呼吸专

科的培训和经验，尤其是

在慢阻肺病的早期防控和

预防方面能力相对较弱。

通过下基层培训，强化基

层医疗机构在肺功能检测

和慢阻肺病早期防控方面

的内涵建设，切实提升这

些医院的诊疗能力。

此外，还应充分发挥

全科医生的优势，让全科

医生成为辖区居民慢性病

管理者、组织者和指导者。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 深

入每一位慢阻肺病患者家

中，为患者建立呼吸健康

档案，对不同严重程度的

慢阻肺病患者进行分级管

理， 做到慢性病管理流

程科学高效、随访及时到

位、管理持续规范。

呼 吸 学 科 医 生 应 以

“慢阻肺病被纳入国家基

本公卫”为契机，关注公

共卫生，全方位做好慢阻

肺病防治工作，构建“早

防、早筛、早诊、早治”

的四早体系，让更多慢阻

肺病患者得到规范、持续

的治疗。

化被动为主动

提升全程管理能力

发挥基层医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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