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刚 刚 落 幕 的 2025

年 美 国 胸 科 学 会 年 会

（2025ATS）“ 肺 部 感

染年度回顾”专场成为

关注焦点。来自全球的

多项重磅研究为肺部感

染诊疗提供了新的循证

依据。

优化肺炎诊断路径

社区获得性肺炎   治

疗社区获得性肺炎（CAP）

的循证实践通常假定初步

诊断准确无误。然而，《内

科 学 年 鉴》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发 表

的一项涉及 115 家美国退

伍军人医院的研究显示，

CAP 的诊断存在显著不

一致性。

研 究 涉 及 2 383 899

例住院病例中，13.3% 接

受了肺炎的初始或出院诊

断和治疗，这些肺炎患

者中，58% 的急诊记录和

49% 的出院摘要中存在诊

断不确定性描述。

另 外， 大 会 特 别 强

调了 CAP 在实际诊疗中

的治疗混杂性：这些患者

中 27% 接受利尿剂，36%

接受糖皮质激素，10% 同

时接受抗菌药物、激素和

利尿剂。由此可见，目前

CAP 诊断标准缺乏特异

性，需开发更严谨的诊断

流程以减少异质性。

呼吸机相关肺炎  呼

吸机相关性肺炎（VAP）

与死亡率升高、住院时间

延长、抗菌药物使用过

量以及抗菌药耐药性增

加有关。大会回顾了一项

Ⅳ 期、 多 中 心、 随 机、

开放标签、非劣效性随

机试验（REGARD-VAP 

Trial）证实，对于临床稳

定的 VAP 患者，3~7 d 的

短程抗菌药物方案在 60 d

预后方面不劣于传统长疗

程。该多中心研究覆盖 6

个国家39个重症监护室，

为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提供

了新思路。

医院获得性肺炎  英

国 INHALE WP3 试 验 表

明，多重 PCR 可将医院

获 得 性 肺 炎（HAP） 以

及 VAP 病原体检测时间

缩短至 1.5 h，显著快于

传统培养方法。这项被报

道的研究是一项涉及英国

14 个重症监护室的开放

标签随机对照试验，对比

多重 PCR 快速检测（1.5 

h）与标准培养（74 h）。

虽然临床治愈率未见显著

提升，但为精准治疗提供

了技术支持。

应对传染病威胁
耐 药 结 核  几 十 年

来，不良的治疗方案和低

质量的证据困扰着利福

平耐药结核病患者的护

理。《 新 英 格 兰 医 学 杂

志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发

表 的、 来 自 12 个 国 家

的Ⅲ期贝叶斯自适应随

机试验显示，含贝达喹

啉等新药的全口服方案

治疗利福平耐药结核，

在 73 周 时 非 劣 于 标 准

治 疗（ 治 愈 率 80.7% 与

85~90%）， 为 非 注 射 治

疗方案提供了循证依据。

这项研究或将为 RR-TB

提供更安全、全口服的

短程选择。

呼吸道合胞病毒  真

实世界数据显示，呼吸

道合胞病毒（RSV）疫苗

对 60 岁以上人群的住院

预防有效性达 80%，保护

效果可持续至中位接种

后 74 d，这一研究支持美

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

≥ 60 岁人群的 RSV 疫苗

接种建议。

新发传染病预警   大

会 指 出， 禽 流 感 H5N1

全 球 监 测 显 示，2023—

2024 年间 24 个国家报告

900 例病例，病死率高达

50%，提示需要加强跨物

种传播监测。

论坛聚焦肺部感染的

精准诊断、抗菌药物优化

及新兴威胁。核心进展包

括：CAP 诊 断 需 标 准 化

以 减 少 异 质 性；VAP 和

RR-TB 的短程治疗可行

性；快速 PCR 和 RSV 疫

苗的现实应用证据等。

未来的临床工作既需

要拥抱新技术，也要保持

对基本诊疗原则的敬畏。

特别是在抗菌药物使用方

面，如何在“足量足疗程”

与“避免过度使用”间取

得平衡，将成为临床医生

必须考量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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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届中青年呼吸学者大会于长春召开，曹彬教授 ：

培养幸福、高质量的青年呼吸医师
医师报讯（融媒体

记者 陈惠 刘则伯）当

医生从日常重复工作中

跳脱出来，进行独立思

考和创造时，满足感和

幸福感也会得到极大的

提升。“中青年呼吸学

者大会就是这么一个平

台，培养幸福的、高质

量的年轻呼吸医师的平

台。”5 月 23~25 日，

第 22 届中青年呼吸学

者 大 会 在 吉 林 长 春 召

开，中华医学会呼吸病

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曹

彬教授鼓励中青年呼吸

医师在不断的临床实践

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彭

丽萍教授致欢迎辞表示，

能够承办第 22 届中青年呼

吸学者大会，是主办方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的信任，更

是对科室深耕数十载的肯

定。感谢全国专家不辞辛

劳跨越山海而来，为大会

注入最前沿的学术智慧。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党

委书记吕国悦教授出席开

幕式并指出，中青年呼吸

学 者 大 会 已 成 为 呼 吸 医

学领域关键的学术交流枢

纽，精心策划的多个专题

论坛，广泛涉及呼吸病学

前沿动态与最新成果。大

会以中青年为焦点，既承

载着学科传承的深意，又

彰 显 着 对 未 来 的 无 限 期

许。“当下越来越多的青

年才俊在基础研究、临床

转化以及跨学科合作等领

域初露锋芒，将为呼吸医

学的蓬勃前行注入源源不

断的活力。”

吉林大学副校长赵国

庆教授介绍，近年来，医

院持续优化教学模式，推

动学科建设提质增效，加

快改革创新步伐，充分释

放发展活力与动力，尤其

在呼吸疾病、精准诊疗、

重症治疗、传染病防控等

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他期

待通过此次会议，能为呼

吸学科发展“添一把火”，

助力吉林省呼吸学科发展

更上一层楼。

中华医学杂志社副社

长刘冰指出，中青年呼吸

学者大会在创新融合维度

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不仅

有“向上生长”的特点，

即融入人工智能以及呼吸

学科前沿内容，更有“向

下扎根”的特点，即贴近

校园与基层，旨在为“后

浪”学子们搭建平台，使

其在发展过程中有激荡、

有创新、有成长。他希望

大会能构建一个没有围墙

的大学人才成长的摇篮，

帮助全国同道跨学科、跨

地域的融合和发展，帮助

青年研究者实现从 0 到 1

的突破。

“在临床工作中，我

们常常遇到一些困惑和不

满，这种‘不满’来自于

现有医学知识无法解决、

解释患者的疾病，临床诊

疗手段与所取得的临床效

果形成差距。为了改变这

一现状，我们愿意付出时

间和精力，哪怕是一个月、

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哪

怕是解决了一个问题，都会

给临床医生带来满足感。”

曹彬教授鼓励中青年呼吸

医师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

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与此

同时，他指出，当医生从

日常重复工作中跳脱出来，

进行独立思考和创造时，

满足感和幸福感也会得到

极大的提升。“中青年呼

吸学者大会就是这么一个

平台，培养幸福的、高质

量的年轻呼吸医师的平台，

让大家分享工作中点滴小

幸福、小满足的平台。”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青年学组副组长应颂

敏教授、青年学组委员李

丹教授主持开幕式。大会

设立青年英才成长板块，

通过专题讲座、临床疑难

病例讨论及科研沙龙等多

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吸引

了来自全国 500 余位中青

年医师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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