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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传承 & 创新发展

呼唤新疆青年才俊：携手共创呼吸学科未来呼唤新疆青年才俊：携手共创呼吸学科未来 “呼吸科技下乡走到了我们心坎里”“呼吸科技下乡走到了我们心坎里”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指

出，呼吸是最突出的生命现

象，是生命之所系。人终生

面临呼吸系统疾病的威胁，

呼吸学科内涵丰富，在整个

医学体系中担负着重要的责

任和使命，希望大家投身其

中，成为有本事的医生，成

为被社会和患者需要的医生。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

会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

瞿介明教授表示，此次青委

进校园活动是为了让更多医

学生、未来的医务工作者了

解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近年

来取得的进展，了解该学科

在我国呼吸疾病领域所承担

的责任与使命，从而吸引与

鼓励更多医学生加入到呼吸

队伍中来，期待大家能共同

为呼吸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感谢呼吸青委们带

着对呼吸事业的热爱与执

着，走进美丽的校园，与师

生共同探讨呼吸领域的最

新进展，这无疑是对我校医

学事业的有力支持。”新疆

医科大学医院管理处王戈

处长表示，此次青委进校园

活动不仅搭建了一个与顶

尖学者面对面交流的平台，

更为我校呼吸学科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新疆医学会呼吸病学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新疆

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李

风森教授指出，提高基层医

疗机构对呼吸系统疾病的

认识水平以及诊疗水平，是

我们共同的责任以及使命。

此次呼吸青委进校园活动

必将让先进的呼吸学术成

果惠及更多边远地区的人

民群众，提升边远地区居民

的健康水平，进而促进全

社会健康水平的均衡发展。

开幕式由中华医学会

呼吸病学分会青年学组副组

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张静教授主持。

“介入呼吸病学既是

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青年学组副组长、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

科医院副院长孙加源教授

介绍，呼吸医学目前包括

11 个亚专业，未来还会继

续拓展，具有广阔的发展

空间。其中，介入呼吸病

学是内科和外科技术的交

叉，具有多种诊疗功能，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常见呼

吸系统疾病诊疗。

“介入呼吸病学还有

许多金矿等待挖掘。”孙

加源表示，人工智能（AI）

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介入呼

吸病学进步。譬如，在支

气管镜操作中，可以通过

AI 技术监控医 生 的 检 查

操 作， 提 升 准 确 性 等。

“ 要 做 对 的 事， 做 难 的

事，坚持深耕一个领域，

解 决 临 床 的 痛 点， 从 而

获 得 患 者 的 认 可， 国 内

外同行的认可。”

“医生这个职业之所以

崇高，就在于能帮助别人。”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已成

为我国居民第三位慢性病死

因，我国以慢阻肺病及支气

管哮喘患者居多。张静介绍，

吸入治疗是这类疾病的主要

治疗方式之一。患者对吸入

治疗的依从性和正确操作是

影响疗效的关键，但我国实

际应用情况不容乐观。研究

发现，慢阻肺病患者中能坚

持并正确使用吸入制剂的比

例不足 10%。张静强调：“让

每位患者获得合适的吸入制

剂并正确使用并不容易，我

国有近 1 亿名慢阻肺病患者，

若能将 10% 提升到 20%，将

使非常多的患者获益。”

除让现有的诊疗技术落

地外，慢性气道疾病领域还

有许多新技术值得探索。

在 一 代 代 呼 吸 人 的

薪火相传之下，呼吸学科

不断得到发展壮大。中华

医学会老中青专家讲述了

自己的求学和职业生涯，

回忆了自己与呼吸病学分

会共同成长的点点滴滴，

分享了对提高临床诊疗能

力、推动呼吸学科发展的

感悟。

北京协和医院知名呼

吸学科老专家——100 岁

的罗慰慈教授和 92 岁的

朱元珏教授，在视频中分

享道，年轻医生应保持谦

逊好学的态度，不要惧怕

困难，更不能怕上级的质

疑，要勇于提出自己的见

解，特别是在诊断中必须

认真细致，避免误诊。“我

做住院医师时从来不怕上

级 医 生， 我 认 为 诊 断 不

明的地方就敢和他争论，

呼吸专科医生最怕马马虎

虎、不懂装懂。”“学医

不要怕挨累，也别怕别人

笑 话， 越 仔 细 越 不 会 吃

亏。”

他们表示，呼吸病学

内涵广泛，涉及许多医学

专业领域。选择呼吸医学

意味着终身学习，充满意

义，绝不会令人感到后悔。

“哈佛研究显示，有

长期清晰目标的人，成功

的概率会显著提升，而随

波逐流者的成功机会则相

对较低。”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青年学组副组长、浙

江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应颂敏教授指出，医学生

在从医初期就应树立未来

观， 积 极 考 虑 自 己 在 20

年后的职业定位和发展方

向，从而有意识地在专业

领域持续深耕。

医学生从被动接受知

识的高中，进入自主学习的

大学，再到探索未知的研究

生阶段，要在这一学习过程

中培养批判性思维、数理逻

辑、沟通表达等基础能力。

在规划未来的职业生

涯时，不要忘记从医的初

心和最终目标，在从医过

程中不仅要关注学术成就，

还要在挫折中不断进步、

终身成长。“越是变化的

时代，越需要长期主义。”

孙加源  介入呼吸病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张静  医生之崇高在于助人

罗建江  为人民治病

呼吸青委为新疆        
注入了新活力

从不后悔选择呼吸

杨晓红   呼吸学科是不可或缺的支柱学科

应颂敏  做有未来观的长期主义者

呼吸青委新疆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呼吸青委新疆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黄玲玲 蔡增蕊）“走，到新疆去！”70 多年前，一支骁勇无畏的英

雄劲旅，横穿沙漠，挺进新疆，屯垦戍边，为新疆如今的发展壮大贡献了力量，他们就是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近日，追随着革命先辈的脚步，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们带着呼吸

领域最新的技术与理念来到了这里，为医学生答疑解惑，为基层传经送宝。10 月 24~27 日，中

华医学会呼吸青委进校园与中华医学会呼吸科技下乡活动在新疆举行，呼吸青委走进了新疆医科

大学与当地多家医院，活动由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与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部共同主办。

发挥呼吸青委自身优势 助力基层医疗水平提升
新疆各地（州、市）医

疗水平差异巨大，其独特的

地理环境以及气候条件也带

来了一系列与呼吸健康紧密

相关的问题。罗建江告诉《医

师报》记者，在新疆部分基

层地区，由于疾病诊治进展

快速与最新的医学信息未能

及时传递，缺少相关的检查

手段，基层医生对于疾病规

范化诊治水平不足等导致许

多患者难以得到及时准确的

诊断与有效的治疗。在昌吉

州人民医院义诊过程中，江

西省人民医院喻杰教授也发

现，大部分患者遇到的都是

一些常见病，但因地理位置

偏远、医疗资源匮乏，难以

及时就医，很多患者出现并

发症才来医院。这让他深刻

体会到医疗资源均衡分配的

重要性，“必须加强偏远地

区的医疗知识科普教育工

作。”得知有“知名专家”

来义诊，呼图壁县人民医院

的住院患者早早地就与管床

大夫提出请求，希望能见一

见专家们。“好几位患者都

提前做足了准备，带了自己

所有的病历来找我们看。”

贵州省人民医院刘琳教授介

绍，大部分患者都是因慢性

气道疾病来就医。

有位 40 多岁的哮喘患

者依从性较差，经过刘琳耐

心地为他讲解药物使用方

法，坚持用药的好处，他心

悦诚服地说：“以后一定听

医生的话。”“患教工作非

常重要，要站在患者的角度，

用他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进

行沟通，往往能取得更好的

效果。”刘琳强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

医院刘宏博教授、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代冰教授

义诊时遇见的最多的是慢阻

肺病患者。“这次活动非常

有意义，它能将先进的医疗

技术和健康知识带到偏远地

区，提高当地医生对疾病的

认识，推广规范的诊疗技术，

帮助提高当地居民的健康水

平。”

除了义诊，青委们还通

过专题讲座、手把手指导等

多种形式与当地医生进行深

入地交流。

“当地医护人员学习的

劲头特别足。”在石河子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为当地医护

人员讲课时，北京协和医院

徐燕教授看到的是台下一张

张认真学习的脸庞。台下的

医生说，能听到来自北京的

专家讲课，对他们而言是非

常难得的学习机会，因此倍

加珍惜。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

坪医院）李力教授对《医师

报》记者讲了一件事：在

呼图壁县人民医院做了《从

系列病例看肺结节识别和

处理》讲座后。当天下午、

晚上，几名该院的医务工作

者找到他，进一步深入交流

他所分享的病例，原来他们

在临床上也遇到过类似的

情况，李力的讲座引起了众

人的共鸣。“随着胸部 CT

的普及，肺结节的检出率在

基层不断提高，也给不少患

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负担。

然而目前基层医师对于肺

结节的诊治水平参差不齐，

如何规范化诊治肺结节是

至关重要的临床问题。”李

力坦言。

教学查房、病例讨论是

呼吸科技下乡活动中一个

极为经典的环节，非常受当

地医生的欢迎。

一位 60 多岁的大爷数

月前出现阵发性咳嗽，夜间

为主，治了很久仍不见好转。

查房时，山西医科大学第一

医院施熠炜教授、桂林医学

院附属医院副院长马礼兵教

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

逸夫医院蒋汉梁教授以拉家

常的方式开始了问诊。

“您家种了多少亩地

的棉花呀？”

“一万亩。”

“家里养宠物吗？”

……

这些问话不仅拉近了

与患者的距离，也帮助医生

们更快了解患者的生活环

境，有助于判断患者的发病

原因。查房结束后，围绕患

者的病例，几位专家给出了

自己的意见，科室里每位医

生都听得很认真。

呼吸青委们此次活动

带来的不仅有技术与理念，

还感受到了当地呼吸医师

对呼吸事业的热情。

徐月清在乌鲁木齐市

米东区中医医院授课时了

解到：“基层呼吸专业医生

非常辛苦，但大家凭借对呼

吸专业的热爱，坚守岗位，

并利用中医优势，对咳嗽、

呼吸慢病开展特色中医治

疗，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

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王维山院长，昌吉州人

民医院刘书鹏副院长、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申志杨主

任，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中医

医院孟驰副院长，呼图壁县

人民医院梅江书记、吕书宝

院长、张子陆副院长都对此

次呼吸青委们的到来非常

重视，“呼吸科技下乡活动

办到了我们的心坎里，有了

你们的帮助，新疆医学才能

发展得更好，更多新疆百姓

才能从中获益。”

教技术 传理念 建联系

谋基层所想  急基层所需

“ 成 为 一 名 能 力 全 面

的临床医生，这条路艰辛又

漫长，但我们是为人民治病

的，我们的工作非常光荣。”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

年学组委员、新疆医科大学

第四附属医院罗建江教授指

出，呼吸系统疾病不仅包括

普通的感冒和肺炎，还涉及

癌症、慢阻肺病、间质性肺

病和感染性呼吸系统疾病等

多种类型，这种多样性要求

医学研究不断深入。罗建江

强调：“你们将成为推动呼

吸医学发展的中流砥柱，希

望你们刻苦钻研相关知识与

研究，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

医疗服务。”

“ 此 次 新 疆 之 行，

呼吸青委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一代医务工作者对社会

责任的深刻理解和主动担

当。”李风森指出，此次

活动是呼吸青委发挥自身

优势，服务于基层，造福

百姓的又一次重要举措。

他们将最新的学术成果以

及临床实践带到新疆，与

基层医生的面对面进行交

流，手把手传授，为新疆

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工

作注入了新的动力。他们

的付出和努力将极大提升

新疆呼吸学科的整体水平，

为全疆各族人民的健康福

祉作出重要贡献。

“今天我们齐聚新疆，

旨在将呼吸系统疾病的规

范化诊治带到基层，提高

基层医务人员对于慢阻肺

病、哮喘等常见的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的重视程度，

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

务。身为青年委员，我们

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孙加源表示，“我们将充

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

与基层医生进行深入的交

流，共同探讨呼吸病学的

最新研究成果，持续助力

基层呼吸慢病诊治水平的

提升。期待与大家一起，

为推动呼吸事业的发展和

基层医疗事业的进步作出

应有的贡献。”

新疆自治区医疗卫生

服务指导中心党委委员、

副主任，新疆医学会副秘

书长郭志龙 ，新疆医科大

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

中医院、第四临床医院）

党委书记韩荣出席了会议。

开幕式由罗建江、徐月清

主持。

“呼吸专科不仅是诊

治感冒和气管炎的科室，

更是医院几乎每个病区都

不可或缺的支柱。”

新疆医学会呼吸病学

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

院杨晓红教授介绍，她初

入呼吸专科时，诊断疾病

主要根据胸片、症状和体

征，如今 CT、支气管镜等

现代技术已成为标配，这

不仅提升了临床诊断的精

确度，也为疑难病例的治

疗提供了更多选择。特别

是新疆的自然环境对呼吸

系统疾病产生了独特影响，

如沙尘暴导致的呼吸道疾

病和高发的结核病等，这

为呼吸专科医生提供了广

阔的实践平台和研究方向。

“做医生要有职业道

德，要有人心，我们要抱

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提供

医疗服务。”杨晓红强调，

一个好医生应德才兼备，

既为患者设身处地着想，

也具备优秀的临床诊疗能

力。呼吸专科医生要持续

学习，不断成长，练好基

本功，学好基础知识与技

能，才有可能成为呼吸病

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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