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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发展需要融

入多种元素，既需要汇聚

同道、专家以及青年后起

之秀的力量，还需要融入

人文关怀、新质生产力、

大数据、AI 等先进技术，

这样整个医疗群体才能发

展得更好。”瞿介明教授

表示，“这不禁让我想到，

在呼吸领域中西医并行，

也是非常重要的。”尽管

科学体系不尽相同，但中

西医的目标是一致的，即

让呼吸疾病患者得到更好

的康复、享受高质量的生

活。“因此，中西并重，是‘六

位一体’照护呼吸健康的

重要方面之一。”

曹彬教授指出，中药

在我国拥有上千年的历史，

积累了大量的经典名方和

民间验方。“中西结合，

并非简单的相加，而是深

度的融合与互补。”曹彬

教授强调，中西医应当进

一步打破学科壁垒，加强

中西医之间的交流与协作，

培养更多既精通现代医学

又熟悉中医药知识的复合

型人才，让更多优质的中

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得以产

生、验证并推广，使世界

看到这一独特模式的优势

与魅力。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

龙凤堂中药有限公司战略

市场部总监裴帅表示，呼

吸健康关乎人类生命质量，

为满足中国呼吸慢病患者

的未尽之需，公司加大研

发投入，积极探索药物应

用场景，布局新兴需求，

为呼吸健康产业贡献力量；

积极投身公益活动，提升

大众对呼吸疾病认知水平。

淋 巴 管 平 滑 肌 瘤 病

（LAM） 是 一 种 主 要 影

响 育 龄 期 女 性 的 罕 见 疾

病，根据其是否合并结节

性硬化（TSC），可分为

TSC-LAM 和散发 LAM。

瞿介明教授指出，早在《伤

寒杂病论》中，中医就对

类 似 LAM 的 症 状 有 所 描

述，并将其归入肺痈、胸

满胀的体系，同时探讨了

本虚标实等病机问题。

在药物治疗方面，瞿

介明教授分享了与上海市

香山中医医院吴家良教授

合作开展的中西医结合治

疗 LAM 的 研 究 成 果。 他

们发现，中医辨证施治在

改 善 LAM 患 者 乳 糜 胸、

气胸、肺动脉高压等并发

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且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改善

生活质量等方面优于单纯

西医或中医治疗。此外，

其他中西医结合治疗 LAM

的探索，如白藜芦醇与西

罗莫司的联合治疗、羟氯

喹与西罗莫司的联合治疗

等，在临床试验中均显示

出一定疗效。

“中西医结合在 LAM

的诊疗中具有广阔的前景，

通过发挥各自的优势，可

以 共 同 为 LAM 患 者 带 来

更多的治疗选择和更好的

治疗效果。”瞿介明教授说。

张洪春教授分享了其

在“从风论治咳喘”领域

的理论研究及临床经验，

为与会者带来了关于咳喘

治疗的新视角和实用方法。

“风咳风哮”理论是

由我国著名中医内科专家

晁恩祥教授根据多年临床

诊疗肺病经验创新性提出

的。该理论认为，支气管

哮喘、咳嗽变异性哮喘、

感冒后咳嗽等常见病、多

发病，其发病机制与“风

邪犯肺，肺气失宣，气道

挛急”密切相关。基于这

一理论，张洪春教授详细

阐述了风咳和风哮的概念、

证候学特征以及治疗方法。

针对风咳，张洪春教

授推荐使用“疏风止咳、

缓急解痉”为主要治法的

苏黄止咳方，该方在临床

上取得了显著疗效；对于

风哮，张洪春教授指出其

病机为“风盛痰阻、气道

挛急”，强调在急性发作

时应采用“祛风解痉法”

治疗。

此外，张洪春教授还

强调了中医辨证施治在咳

喘治疗中的重要性。他希

望能有更多医务人员关注

和掌握“从风论治咳喘”

的理论和方法，为咳喘患

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和

生活质量。

上海市医学会呼吸病

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徐

镶怀教授介绍，慢性咳嗽

作为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

其病因多种多样，随着多

国咳嗽诊治指南的颁布和

修订，以及临床医师诊治

意识的普遍提高，绝大部

分患者的咳嗽症状已得到

有效控制。然而，仍有小

部分患者的咳嗽症状难以

治愈，这被称为难治性慢

性咳嗽。

徐镶怀教授指出，针

对难治性慢性咳嗽，临床

医师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

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

治疗方案。目前，一些新

的治疗药物和方法正逐渐

展现出其临床应用前景。

巴氯芬、加巴喷丁等中枢

神经因子调节剂对难治性

慢 性 咳 嗽 显 示 出 治 疗 潜

力，这些药物主要通过调

节神经递质的功能，降低

咳嗽中枢的敏感性，从而

发挥镇咳作用。此外，针

对慢性咳嗽高敏感综合征

（CHS）的治疗策略，一

些新的靶点正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相关药物在临

床试验中展现出一定疗效。

尽管如此，难治性慢

性咳嗽的治疗仍面临诸多

挑战。一方面，咳嗽反射

弧各环节神经病变是咳嗽

难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另

一方面，目前针对难治性

慢性咳嗽的治疗手段仍有

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世中联过敏性疾病专

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副会

长、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

医院呼吸科主任高峰教授介

绍，中医对咳嗽的认识历

史悠久，治疗经验丰富。

“中医将咳嗽分为外感咳

嗽和内伤咳嗽两大类，并

强调咳嗽的病位虽在肺系，

但与其他脏腑功能失调密

切相关。”高峰教授介绍，

在治疗原则上，中医主张

分期辨证论治，同病异治，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针对急性咳嗽，高峰

教授分享了中医常用的治

法方药。如对于风寒袭肺

证，可采用疏风散寒、宣

肺止咳的治法；对于风热

犯肺证，则宜疏风清热、

宣肺止咳；对于燥邪伤肺

证，治法为疏风清肺、润

燥止咳。

对于慢性咳嗽的治疗，

高峰教授指出其病因复杂

多变，需辨病辨证相结合，

分清虚实标本，治肺同时

兼调他脏。如对于风盛挛

急证，可采用疏风宣肺、

解痉止咳的治法；对于肺

阴亏虚证，则宜养阴清热、

润肺止咳。此外，针对上

气道咳嗽综合征、胃食管

反流性咳嗽等特定病因的

慢性咳嗽，高峰教授也分

享了相应的中医治法方药。

随着大流行疫情的结

束，新型冠状病毒与其他

呼吸道病毒一起，成为常

见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体。

曹彬教授强调，以往

人们在关注流感病毒急性

感染时，往往忽视了其长

期健康影响，而新型冠状

病毒因其对全身多脏器的

影响，使得人们开始关注

急性感染和慢性疾病状态

之间的关联。这一认识促

使医学界更加深入地研究

长新冠的发病机制、临床

表现及治疗策略，为患者

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通过中医辨证施治的

方法，可以根据患者的具

体症状、体质等因素进行

个性化治疗，能有效缓解

长期新冠症状，同时，中

医的针灸、推拿、拔罐等

非药物治疗手段也被广泛

应用于辅助治疗中，并取

得了显著疗效。曹彬教授

还通过分享一些中西医结

合治疗长期新冠的成功案

例，表明中西医结合治疗

在改善长期新冠症状、缩

短病程、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等方面的显著成效。曹

彬教授指出，中西医结合

治疗可以充分发挥中医和

西医各自的优势，形成互

补效应。通过中医的辨证

施治与西医的精准治疗相

结合，可以更全面、更有

效地缓解长期新冠症状，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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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并重  共筑呼吸健康防御屏障中西并重  共筑呼吸健康防御屏障
医 师 报 讯（ 融 媒 体

记者 王璐）1 月 9 日，“第

十届医学家年会（2025）”

召开期间，一场聚焦中西

融合呼吸健康领域的专

题论坛同期召开。此次

论坛邀请了中华医学会

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瞿介明教授

担当主席，中华医学会

呼吸病学分会候任主委、

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

与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

病分会名誉主任委员、

中日友好医院张洪春教

授担当执行主席，与众

多呼吸学界专家一道，

探讨中西融合在呼吸健

康领域的最新进展。

论坛由贵州省呼吸

疾病研究所创始所长张

湘燕教授、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主任聂秀红教

授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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