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虽然在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

的诊断、治疗、病情评估

及预后等多个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进展，但仍有许多

问题亟待解决。慢阻肺依

然是今年 ERS 讨论的热点。

英国帝国大学心肺国

立研究所 PeterJ Barnes 教授

在大会上提出，慢阻肺是

一种老化过程明显加速的

疾病，众多的抗衰老因子

表达异常，如 sirtuin 1/6 及

HDAC2 下 调 导 致 蛋 白 或

组蛋白去乙酰化异常，Ku

蛋 白、FOXO3a 下 调 导 致

DNA 修复异常，Nrf2 下调

导 致 抗 氧 化 减 弱。ROS-

PI3K-AKT-mTOR- 自 噬

或 Sirtuin 1 可能是影响该

过程的主要细胞内信号调

控途径，针对该途径选择

性进行靶向调控可以有效

延缓或阻止衰老进程。

巴 塞 罗 那 Alvar Agust 

Garcia-Navarro 教授指出，

慢阻肺是一种高度异质性

疾病，可以从基础的生物

学标志物、基因表型对其

进行分类，从而指导治疗；

也 可 从 临 床 角 度， 观 察

FEV1、临床症状、病情炎

症程度、炎症表型、并发

症等进行评估，选择性的

采用个体化的管理与治疗，

从而提高慢阻肺的整体管

理水平。

欧洲部分国家发表了

多中心的研究资料，如在

中欧和东欧进行的一项历

时 1 年纳入 3504 例慢阻肺

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大

部分慢阻肺为 GOLD D/ B

患者 ( 分别为 57% 与 30.6% 

)，63% 为非急性发作表型，

20.5% 为频繁 急 性 加 重 的

支 气 管 炎 型，9.5% 为 频

繁急性加重的非慢性支气

管炎型，7% 为哮喘 - 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重叠综合

征。还有大量的慢阻肺相

关研究报道，涉及到慢阻

肺的发病因素、机制、临

床表型、治疗、预后等几

乎各个领域。

钟南山院士介绍其团

队 在 小 气 道 方 面 的 研 究

成果，指出对于慢阻肺患

者，小气道病变是引起气

道阻力增加的主要因素，

采 用 光 学 相 干 成 像 系 统

（OCT） 可 有 效 地 检 测

小气道病变，发现吸烟的

慢阻肺患者小气道重塑出

现特征性改变，包括管径

变小、黏膜增厚、边界模

糊、管壁黏膜占管腔百分

比增大，而吸烟肺功能正

常 者 也 有 类 似 的 结 构 改

变，但是，程度较轻。该

成 果 得 到 欧 洲 呼 吸 学 会

同行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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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S 青年委员人员不多，但是效率高。

主要原因是每人独立负责一摊工作，责任明

确，工作积极性高。

☆ ERS 青委把吸引青年医生加入呼吸

学科作为重要任务，甚至吸收医学生加入青

委。并为此不遗余力，包括设置奖学金、

提供更多 Fellowship 的机会（今年第一次女

性 Fellow 的数量超过半数）、给 35 岁以下

青年人在 ERS 年会展示的机会、帮助青年

医生学习如何发表科研论文，如何规划自己

的职业道路。在前一天 ERS 青委组织的酒

会（Young Scientist Forum） 上，ERS 秘 书

长 Mina Gaga，ERJ 副主编，以及资深的呼吸

病专家 Peper J Barnes 都来到年青人中间，和

青年人畅谈学术和人生。以此为借鉴，今后

CTS 青委可以设医学生（Medical Students）

工作组，吸收即将毕业的来自各大医学院校

的医学生参加 CTS 青委会的工作，给他们提

供参加 CTS 年会甚至 ERS 年会的机会，并以

青委中的医学生为纽带，吸引更多地优秀毕

业生投身于呼吸学科；

☆ ERS 青委工作有延续性，或者正在

不断努力保证青委工作的延续性。每一届

青委无可避免地受到带头人，也就是青委

主席工作习惯和工作模式的影响，但是通

过提前确定继任和候任主席，让青委主席

的工作有一个过渡期，让所有青委成员明

确未来 2~3 年发展方向，非常重要。

  
 （曹彬 应颂敏 唐昊）

ERS 年会上，科

学家们对急性肺损伤

（ALI） 基 础 和 转 化

研究进行了一场广泛

而深入的讨论。与会

科学家认为目前 ALI

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

无法有效转化为临床

应用。

很多科学家在会

上坦言，自己在 ALI

领域发表了很多好文

章，申请了很多课题，

培养了很多学生，但

基于他们的基础研究

成果的临床验证最后

都失败了，其中重要

的一个原因是 ALI 动

物模型问题。

最后，与会科学

家们一致认为，需要

从两方面着手，提高

基础研究成果有效转

化为临床应用。

首先，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的定义基

于病理，应该重新思

考；其次，选择何种

动物模型取决于所要

研究的问题。

当CTS青委遇到
ERS青委

CTS青委从ERS青委得到的启示

急性肺损伤转化医学面临挑战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周建

☆ ALI 动物模型有效性

目前有很多的 ALI 动物模

型，比如 LPS、油酸、机械通气

等所致肺部损伤，但都不能很好

的模拟人体 ALI ／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ARDS）疾病的发生发

展过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 ALI ／ ARDS 疾病的定义是

基于病理，有很多完全不同的因

素最终都会导致 ALI ／ ARDS。

☆动物与人体的差别

大 鼠 小 鼠 是 最 常 用 的 肺

损伤模型，但是大小鼠与人

体在很多方面不同，所以老

鼠身上的实验数据很难转化

到人体。

☆ ALI 动物实验的一致性

ALI 动物模型的重复性、

一致性等是肺损伤研究的难

点。有很多与会科学家都表示，

不同的实验人员、同一实验者

在不同的时间、使用不同年龄

的老鼠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实验

结果。

ALI 动物模型研究潜在的根本缺陷

（上接第 23 版）

CTS 青委参加 ERS 青委工作会

9 月 30 日， 在 ERS

会议最后一天，受到 ERS

组委会邀请，我们代表中

华医学会呼吸分会青年委

员 会（ 简 称 CTS 青 委）

以 观 察 员 身 份 参 加 欧 洲

ERS 青委工作会议，同时

受到邀请的还有欧洲过敏

和免疫学会（EAACI）青

委会。

慢阻肺研究仍为焦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刘先胜

2015 ERS 大会现场

慢阻肺

基础研究

参会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