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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学科应担负多学科交融发展重任

抓住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

三个历史时期
见证呼吸病学发展

医师报：我国呼吸学科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王   辰：我国呼吸病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回顾我国呼吸学科发展的

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与时代共呼

吸的奋斗史。

王辰向记者介绍道，从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

结核猖獗，以吴绍青、崔谷忱、

裘祖源教授等为代表的老一代

医学大家长缨在手，攻坚克难，

建立了有效的结核病防控与诊

治体系，取得了重要成果，结

核病的患病率和致死率显著下

降，同时，也推动了我国呼吸

学科雏形的形成。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慢性

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动脉高

压、肺心病及呼吸衰竭成为严重

危害人民身心健康的呼吸疾病，

翁心植、蔡如升、于润江、段生

福、程显声、倪子俞、孙以瑜等

老一辈专家承担使命，开展了组

织完善、卓有成效、历时 20 余

年的大规模综合防治研究，建立

了一整套防治与研究体系，取得

了慢阻肺、肺动脉高压、肺心病

防治的系列成果，使重症肺心

病、肺性脑病的病死率大幅下

降。同时，建立了包括肺功能、

血气分析、支气管镜、机械通气

等在内的呼吸病学的关键技术

体系，建立了我国重症监护室的

雏形——重症肺心病监护室。控

烟政策也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对

我国呼吸疾病的防控，起到了不

可磨灭的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至今，

呼吸学科发展进入现代呼吸病

学阶段。慢阻肺、支气管哮喘、

肺部感染、肺栓塞、肺癌、新发

呼吸道传染病等防治研究全面

展开，一系列现代技术方法融入

到呼吸病学研究中，穆魁津、罗

慰慈、朱元珏、钟南山等为代表

的一大批杰出学者的推动了学

科的全面发展。

王辰指出，在当代呼吸病

学发展的新形势下，呼吸学科担

负着实施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

学捆绑式、交融式发展的重任。

在事关呼吸疾病的防治中，呼吸

学科的从业者应当承担起防治

呼吸系统疾病的主导性责任。

自 2008 年始，在中国医师

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和中华医学

会呼吸病学分会的倡议下，全

国有 1/3 至 1/2 的大型医院的

呼吸科已更名为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在医院的整体医疗体系中占据

愈发重要的地位。

王辰强调，一定要坚定不

移地推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捆

绑式发展的格局，在呼吸学科

中，建立内科 ICU，或至少建

立呼吸 ICU，形势极为紧迫。

“一个没有 ICU 的呼吸科，不

是一个规范的、完整的呼吸科。

因为没有 ICU，就没有办法规

范地处理呼吸衰竭。”

呼吸学科除了呼吸疾病诊

疗外，还面对很多其他方面的

问题。王辰谈到，中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最大的

烟草消费国和最大的烟草受害

国。吸烟所引起的疾病首当其

冲的就是呼吸疾病，我们面临

着极为严峻的防治任务。此外，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

中，空气污染（雾霾）、老龄

化等问题，也使呼吸疾病成为

更为突出的问题。“新发呼吸

道传染病构成了对人类健康的

重大威胁，我们面临着防治此

类疾病的艰巨任务。”王辰指

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世界

范围内的 4 大慢病之一，特别

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对我国的

影响越来越突出。

“ 面 对 这 样 的 形 势， 我

们只有勇敢地承担起历史责

任，科学地规划好学科发展的

路径，勇于进取，促进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的捆绑式发展，形

成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科，以

这样的格局推动学科的整体发

展。”王辰表示。

“ 我 国 临 床 医 学 研 究 的

兴起必将带动各学科的飞速发

展。临床医学研究发展的历史

性机遇同样是各学科发展的历

史性机遇。”王辰对于呼吸学

科的临床研究非常看重，“我

国呼吸学科的发展正处于开疆

拓土的关键性阶段，每一名呼

吸医师都应该深刻理解到临床

研究对于自身发展、医院发展

及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

王辰向记者介绍道，历史

上，呼吸学科在及时与基础研

究 深 入 和 广 泛 结 合 方 面， 与

其他兄弟学科相比已有较大

差 距， 虽 已 在 奋 力 追 赶， 但

取得大成效仍需时日。目前，

在 临 床 研 究 领 域， 各 学 科 均

处 于 起 步 阶 段， 呼 吸 学 科 如

能抓住我国临床医学研究兴

起 的 先 机， 则 有 望 实 现 学 科

的飞跃发展。

2013 年，全国 3 家国

家呼吸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的建立，为呼吸领域

大规模、高水平临床研究

的开展提供了条件与平台。

“呼吸医师应抓住当前开

展临床研究的重大机会，积极

打造现代临床研究体系，加强

自身能力建设，积极参与临床

研究，勇于创新，善于协作，

乘我国临床医学研究兴起之

势，成就呼吸学科的跨越式发

展。”王辰指出。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一部与时代共呼吸的奋斗史
              本期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王辰

              采 访 者：本报记者  张雨  陈惠

医师报：如何推动呼吸学科整体发展？

王   辰：必须坚持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捆绑式发展。

医师报：学科在科研方面应如何更好推进？

王   辰：抓住历史机遇，做好临床研究。

20 世 纪 70 年

代到 90 年代中期

20 世 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呼吸病学发展简史

20 世纪初

到 60 年代

第一阶段：

以 结 核 防 治 为

主要工作内容

第二阶段：

以“呼吸四病”/

肺心病防治为

主要工作内容

第三阶段：

现代呼吸病学

呼 吸 与 危

重 症 医 学 捆 绑

式发展

呼吸病学是我国历史悠久、发展较早的一门专业学科，众多呼吸医师为我国呼吸疾病的防

治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防治结核病，上世纪

的肺心病防治，本世纪的抗击SARS、甲流、H7N9禽流感，呼吸医师都表现出了医务工作者

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作为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王辰院士指出，学科要想得

到长足发展，必须坚持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捆绑式发展，这不仅符合国际医学的潮流，也是

呼吸学科布局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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