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 今， 患 者 对 哮 喘

的认知水平越来越高了。

同 济 大 学 附 属 同 济 医 院

余莉教授记得以前门诊有

患 者 被 诊 断 为“ 咳 嗽 变

异性哮喘”时，还会争辩

说：“我不喘的，我不是

哮喘。”而现在，有的患

者一坐下来就会问：“我

是不是得了咳嗽变异性哮

喘？”——说明患者从不

同途径已经获知各种疾病

相关信息，患者对疾病的

意识比以前提高了。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周敏教授同

样记得自己读研究生的时

代，由于缺医少药，一些

因为哮喘急性发作而不得

不进行气管插管的患者。

随着医学的进步，越来越

多的哮喘药物出现，从最

早的糖皮质激素单药，到

二联、三联药物，乃至现

在的生物制剂，哮喘进入

到精准治疗时代。经过治

疗后，患者病情控制得越

来越好，哮喘急性发作人

数比以前明显减少，尤其

是重度和危重度的哮喘急

性发作减少了，患者死亡

率大大下降。周敏说，这

说明患者对疾病的重视程

度在加强，对疾病的了解

也更加充分，而医生对疾

病管理能力也更强了。

多位专家表示，现在

病房、急诊里几乎很难看

到哮喘的患者，但是作为

临床医生，他们对自己提

出了更高要求——最新哮

喘指南提出了“临床治愈”

的目标，这意味着临床医

生要继续做好哮喘疾病教

育，而且要做得更精细，

如此才能让哮喘规范治疗

的理念走得更远。

现如今，世界哮喘日

的患教活动已经成为上海

市最完备和最有影响力的

患教活动。这离不开邓伟

吾教授、黄绍光教授等上

海老一辈医学专家的亲历

亲为。通过多年来哮喘日

的 患 教 宣 传， 患 者 住 院

率、死亡率明显下降，活

动给患者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

而受到老专家、老主

任的影响，近年来，也有

越来越多的年轻医生加入

到活动中来。“相比线上

不见面的科普，在线下与

患者面对面交流，能够使

他们对疾病的认识更加充

分，也更容易给患者带来

理念更新，还能真正帮助

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唐

昊说，这是事半功倍的效

果，有时候并不亚于在临

床上抢救患者所带来的成

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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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30 余位白衣天使组团义诊

面对面科普  拉近医患距离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陈惠 刘则伯）“看到患者群里发义诊消息，我今天过来

看看医生。”来自上海的哮喘患者李阿姨一大早便在哮喘门口等待，见到上海市普陀

区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锋英到了义诊现场，李阿姨立刻跟了上去，“最近哮喘控制得

挺好的，春天也一直没有发作过。最近还喜欢上了唱沪剧，我还可以唱高音。”

李阿姨和张锋英医生聊到开心处，还说起了上海话，用手比划着和社团成员一起

唱沪剧的场景。“看门诊的时候，等候的患者很多，但面对面的健康咨询就很放松，

拉近了医生和患者的距离。”李阿姨说。

4 月 27 日，在第 27 个世界哮喘日前夕，由上海市医学会、上海市医学会呼吸病

学分会主办的“让吸入治疗惠及所有哮喘患者”大型健康咨询公益活动在上海科学会

堂举行。现场 30 余位上海各大三甲医院呼吸科主任和资深教授参加此次活动。活动

分为讲座和义诊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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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个世界哮喘日开始的第 27 次公益活动 让哮喘规范治疗的理念走得更远

“会遵医嘱好好用药的！”

上海市医学会呼吸病

学分会主任委员宋元林教

授表示，我国现有 4570 万

成人哮喘患者，但是哮喘控

制率却仅为 28.5% 左右，也

就是说有 70%~80% 患者的

病情未得到控制。希望通过

科普、义诊活动，借助媒体

和各类平台，让全民了解哮

喘的诊断、治疗方法及患者

身心健康的知识。同时，也

希望未来举办更多类似科

普活动，提升大众对各类呼

吸慢病知晓程度，“像了解

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了解

哮喘、慢阻肺等呼吸慢病，

以此推动呼吸慢病规范化

诊疗工作进展”。

2025 年世界哮喘日主

题为“让吸入治疗惠及所

有哮喘患者”，上海市医

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前任主

任委员李强教授对这一主

题进行了阐释：一是提升

患者对疾病的认知程度，

二是借助大型宣传活动的

影响力，促使更多患者正

确使用吸入治疗，从而有

效控制病情，显著提高哮

喘患者生活质量。

“该活动自 1998 年首

个世界哮喘日开始至今已

举办 27 届。在刚刚开始义

诊活动的几年中，每年活动

现场都有五六百位患者前

来咨询、就诊。”中华医学

会呼吸病学分会原副主任

委员周新教授表示，随着诊

疗手段的升级以及科普宣

传影响，哮喘患者对疾病认

知以及自我管理能力有了

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患者

学会了正确地应对哮喘，能

够更好地控制病情，减少了

因病情发作而前来急诊就

医的情况。如今，越来越多

患者学会了正确应对哮喘，

病情控制更加稳定，急诊就

医率明显下降，充分彰显了

科普教育在慢性病管理中

发挥的作用。

上海市医学会常务副

会长谭鸣指出，本次活动

邀请 30 余位呼吸病学领域

的专家，通过健康讲座和

咨询向患者及公众普及哮

喘知识，帮助患者正确认

识哮喘，掌握治疗和自我

管理方法。呼吁全社会关

注哮喘患者，鼓励患者积

极应对，树立信心，提高

生活质量。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主任委员瞿介明教授

表示，哮喘作为常见慢性

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和患

病率呈上升趋势，给患者

生活带来诸多困扰。因此，

规范化诊疗和吸入治疗显

得尤为重要。规范化诊疗是

实现哮喘长期控制的关键，

吸入治疗则是哮喘治疗的

核心手段，正确使用吸入

制剂能有效减症状、预防

发作，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此外，医生与患者的面对

面交流是提高哮喘治疗效

果的重要环节。通过交流，

患者可获得专业建议，提

升对哮喘的认知，学会正

确使用吸入药物及监测病

情，增强自我管理能力，

从而实现更好地哮喘控制。

上海市医学会呼吸病

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徐金

富教授主持开幕式。随后，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时国朝教授主

持下，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汤葳教

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杨冬教授、同济大学附属同

济医院徐镶怀教授、海军军

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昊

教授围绕哮喘患者能否运

动、如何正确看待哮喘、哮

喘规范化治疗、哮喘缓解病

情缓解后能否停药等哮喘

患者关心的问题展开科普

讲座。此外，现场还设有

便携肺功能检测仪以及呼

出气一氧化碳检测设备，

免费为患者进行检测。

现场，也有不少远道

而来的患者。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李

庆云教授就接诊了一位这

样的患者。“这位哮喘患

者年纪不大，但哮喘控制

得并不理想，为此也跑了

很多家医院。”李庆云教

授对此很是惋惜，医院给

的诊断、治疗方案明明没

有问题，但患者总是有自

己的想法，经常自行调整

治疗方案，自行减药或增

加药物。“患者期待用药

后短时间能‘药到病除’，

这种想法并不现实，只有

坚持规范用药，才能控制

症状，不影响正常的工作

生活，稳定后再在医生指

导下调整用药，这很重要。

此外，不要恐惧吸入激素

治疗，当前目标就是要控

制哮喘的同时，控制好鼻

炎，上下气道同治才能有

效减少哮喘急性发作的频

率。”经李庆云的一番解释，

患者拿着病历离开时连连

保证：“会遵医嘱好好用

药的！”

20 多岁的小姑娘，走

在春天的上海马路上，每

次路过一段梧桐参天的小

路，就开始喘得厉害，流

鼻涕、胸闷，还会咳嗽。

后来到医院做了肺功能检

查，被诊断为支气管哮喘。

这次到义诊现场咨询是否

能停药，上海市肺科医院

王岚教授把这个症状称为

“ 繁 花 似 锦 季 节 里 的 烦

恼”，她告诉小姑娘，症

状发作就一定要用药，并

定期监测，待症状完全控

制了以后，可以酌情减量

用药。但是无论是减药还

是停药，必须在医生的帮

助下进行。她叮嘱，在容

易反复发作哮喘的季节来

临之前，一定做一些防护

工作，例如戴口罩以及远

离过敏原。 现场为患者免费提供肺功能以及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现场为患者免费提供肺功能以及呼出气一氧化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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