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良安教授是中国医师

协会呼吸科医师分会副会长，

他告诉记者，近几年，分会

尤其关注基层呼吸科医师队

伍建设及能力提升。他说：“基

层医师是学科发展坚实的塔

基，应在医疗工作中充分发

挥作用。提高基层医师的医

疗服务水平，对于改善全民

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陈良安致力于肺癌领域

研究，他指出，在肺癌的诊

治中，基层医师大有可为。

“近几年，无论是在世界范

围还是中国范围，肺癌致死

率都非常高。这既是医疗问

题，也是社会问题。提高基

层医师对肺癌的认识、诊断、

治疗能力，对早期发现、诊

断肺癌有积极意义。”

陈良安特别强调，关于

肺癌的预防，如果基层呼吸

科医师做好倡导和传播健康

生活方式的理念、宣传戒烟、

减少环境污染，会取得良好

效果。

“肿瘤治疗是长期的治

疗，有 5 年以上生存期的肿

瘤患者并不少见。是否这 5

年患者都需要到大医院去治

疗呢？很明显并非如此。如

果基层医师有相应的诊疗水

平，就可以在基层完成一般

的管理，只有到治疗周期节

点需要决策或患者病情有变

化时，基层医师才需要和大

医院医师共同决策、制定治

疗方案。”陈良安举例说。

他 以 靶 向 药 物 治 疗 肺

癌为例，指出一般情况下，

2~3个月后患者才需要复查，

“由基层医师管理、观察疗

程中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既

确 保 患 者 一 直 处 于 被 管 理

中，也减少了患者到大医院

的经济负担，进而达到维持

改善治疗效果和患者预后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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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是一门艺术，有效

沟通可以架起心灵与心灵之

间的桥梁。作为一名医生，

或因繁重的诊疗任务，无暇

顾及，或因不知如何有效进

行，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往

往成了困扰。

姜淑娟教授非常看重沟

通在诊疗中的作用。她认为，

一名好的医生最重要的是有

医德，这里的医德并非唱高

调的“口号”，姜淑娟称其

为“让病人见到你就好了一

半”。毋庸置疑，高超的业

务水平必不可少。姜淑娟将

良好的医患沟通放在了第三

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姜淑娟可谓医患沟通的

能手，30 年来其带领的科室

从未出现过医疗纠纷。姜淑

娟的秘诀就是换位思考。她

的话语往往能直击患者及家

属脆弱的心底，使患者安心、

放心。对于一些有不满情绪、

有闹事苗头的家属，她的一番

话语也能将盛气的火焰扑灭。

姜淑娟说，呼吸专科多

为急症，疑难杂症也较多。

喘憋等症状，往往令患者十

分痛苦。在平日的诊疗里，

她总是多加留意急重症和有

不满情绪的患者，耐心和他

们讲解。

“医生要从患者的角度

出发，设身处地为患者考虑，

要将患者的病情、所进行的

诊疗详细告知患者及家属。”

姜淑娟说，而了解了“真相”

后的患者和家属，便不会做

出过激的行为。知道了医生

对患者设身处地的良苦用心，

知道了对诊疗决策的反复推

敲，知道了医生的辛苦不易，

患者便很能理解医生了。

呼吸道感染对人类

健康有巨大威胁。英国

一项研究预测：2050 年

我国每年将有 100 万人

死于耐药菌感染，其中

呼吸道感染占首位。

十余年来，呼吸学

科在感染领域开展了卓

有成效的工作，初步解决

了一些焦点问题。2003-

2004 年，中国城市成人

社区获得性肺炎 665 例

病原学多中心调查发现，

中国肺炎链球菌对大环

内酯类药物的耐药率高

达 75.5%，主要的耐药表

型为 cMLS，主要的耐药

基因为 ermB（89.2%），

有别于欧美等国家相对

较低的耐药率（<40%）

和主要耐药表型（M）和

耐药基因（mefE）。

肺 炎 支 原 体 病 原

学诊断的可靠性、耐甲

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以及既耐超

广谱 β- 内酰胺酶又耐

喹诺酮的革兰氏阴性菌

仍是目前呼吸道感染另

一焦点。

2008-2010 年，中国

九城市成人医院获得性

肺炎微生物学与临床特

点的调查发现，我国城

市医院获得性肺炎主要

发生于 ICU，发生率为

15.4%，尤其是行机械通

气者；患者合并的前四

位基础病分别为慢阻肺、

脑血管病、糖尿病和恶

性实体肿瘤。分离到的

主要细菌有鲍曼不动杆

菌、铜绿假单胞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克

雷伯菌。其中，鲍曼不

动杆菌与铜绿假单胞菌

对碳青霉烯类耐药严重。

此外，医院获得性肺炎

患者一旦分离到金黄色

葡萄球菌就应按 MRSA

治疗，尚未发现对万古

霉素、替考拉宁、利奈

唑胺与替加环素耐药的

菌株。

1998-2007 年 对 临

床确诊的肺真菌病患者

研究发现，前五位致病

原依次为曲霉、念珠菌、

隐球菌、孢子菌及毛霉。

其中，念珠菌属中以白

色念珠菌及热带念珠菌

为多。肺隐球菌病患者

发病年龄较轻，社区发

病多，预后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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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共识  重循证  促规范
▲ 本报记者 许奉彦

“ 中 国 呼 吸

医师控烟宣传”

签名处，吸引众

多与会者积极签

名，支持控烟。

该共识撰写与制定

的领衔者林江涛会长介

绍，共识由中国医师协

会呼吸医师分会和中国

哮喘联盟组织有关专家

撰写，主要内容包括四

个方面：气道炎症与气

道反应性及哮喘控制的

关系；气道炎症的评估

方法及评价；FeNO 测

定的临床意义；未来研

究的方向和展望。

共 识 推 荐，FeNO

检测技术成熟，操作简

便、重复性好。就我国

目 前 的 国 情， 作 为 日

常 的 监 测 工 具 无 疑 会

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

因 此 哮 喘 治 疗 的 调 整

仍 然 应 以 GINA 指 南

推 荐 的 基 于 临 床 的 策

略为主。 

共识建议，应加强

临床医生的培训，使其

在结合临床资料的基础

上 对 FeNO 检 测 的 结

果作出合理的判读。期

望未来能够开发出小型

化的价格更适宜的检测

仪，使其真正应用于哮

喘患者的日常管理。对

于非流速依赖的 FeNO

测定技术，其稳定性、

重复性如何，是否能够

反映分段气流的 NO 浓

度，尚需通过严格的临

床试验予以验证。

对于未来的发展，

林江涛会长表示，目前

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

迄今尚缺乏权威的大样

本临床试验的数据，对

无创气道炎症检测的实

验室技术、结果判读和

临床评价仍存在分歧。

必须承认这仅仅是在目

前认识水上的一个阶段

性意见。

大环内酯类药物代

表性药物为红霉素，在

抗感染领域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且具有抗菌外

作用。越来越多的基础

和临床研究结果表明，

大环内酯类药物的抗菌

外作用在慢性呼吸疾病

的治疗中具有重要或潜

在的价值。

共识领衔者林江涛

会长表示，希望该共识

能在临床应用方面提出

相应指导意见，以达到

更好应用该类药物，改

善慢性呼吸疾病治疗效

果和预后的目的。

共 识 分 为 四 个 部

分：大环内酯类药物概

述；大环内酯类的抗菌

外作用及其机制；抗菌

外作用的临床应用；长

期应用大环内酯类药物

治疗的注意事项。

无创气道炎症评估支气管哮喘的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

大环内酯类药物的抗菌外作用与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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