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中国哮喘研究

不断在国际学术舞台发出

好声音，笔者总结 2016

年中国学者在国际权威学

术期刊发表的一些研究。

发病机制与基础研究

嗜酸性粒细胞是哮

喘气道炎症的主要炎症细

胞。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沈华浩教授团队研究发

现，蛋白酪氨酸磷酸酶

SHP2 能够调控骨髓嗜酸

性粒细胞的分化，SHP2

基因敲除小鼠气道炎症及

气道高反应性明显缓解。

此 外， 还 发 现，IL-17A

缺陷对臭氧诱导的中性气

道炎症具有保护作用。

气道重塑是哮喘患

者气道发生不可逆性气

流受限及持续性气道高

反应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周建英教授团队研究发

现，肝素结合性表皮生长

因子在哮喘患者的气道

组织中高表达，能体外诱

导气道平滑肌增殖，加速

小鼠体内气道平滑肌的

迁移，促进气道重塑。 

前列腺素 E2 在呼吸

及免疫系统也发挥重要

作 用。 它 主 要 与 4 种 前

列腺素 E 受体（EP1~4）

有 关。 北 京 大 学 Gao Y

等研究发现，EP-2 缺陷

的小鼠 IgE 的表达水平降

低，并且对卵清蛋白诱

导的哮喘表型显著缓解。

流行病学与临床研究

环境因素在哮喘的

发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

所李靖教授团队对 7164

名城市儿童和 6087 名农

村儿童进行对比，结果

表明，农村儿童患哮喘

的风险比例较低。

目 前， 哮 喘 对 支 气

管扩张的具体影响仍不明

确。同济大学上海肺科医

院徐金富教授团队研究发

现，除年龄、症状持续时

间、用力呼气量等因素外，

哮喘是支气管扩张急性加

重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

IL-31 在慢性炎症的

诱导及先天性和适应性

免疫反应的调节中发挥

重要作用。广东医学院

吴斌教授团队等研究发

现，哮喘患者的血清和

肺 泡 灌 洗 液 中 IL-31 的

表达明显升高；该研究

同 时 发 现 血 清 IL-31 的

水平与 TH2 炎症因子水

平，哮喘严重程度，血

清总 IgE 水平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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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5 月第二个星期二是世界哮喘日，今年是第 18 个纪念日。自 2007 年起，世界哮喘日的主题设定为“哮喘是

能够控制的（You can control your asthma）”，延续至今 10 年不变。值此世界哮喘日之际，本报特邀国内多名呼吸专

科专家就目前我国哮喘防治中面临的问题、新技术及热点研究进行精彩介绍。

我国哮喘防控形势严峻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华雯  浙江大学呼吸疾病研究所  沈华浩

5 月 3 日，中国哮喘

联盟联合全国哮喘研究

协 作 组 在 京 召 开“2016

世界哮喘日”新闻发布

会。会上，中国哮喘联

盟总负责人、中日医院

林江涛教授做了《我国

哮喘防治现状和重度哮

喘治疗进展》的报告，

并对“2016 世界哮喘日”

活动进行介绍。

林 教 授 表 示， 哮 喘

诊治需全社会的参与，

医生规范化诊治，患者

加强自我管理意识，接

受正规治疗，科学用药，

最终实现哮喘控制。

目前，支气管热成型

术（BT） 已 经 在 全 球 多

个国家被批准用于重症哮

喘 患 者 的 治 疗。AIR 和

AIR2 两个临床研究已阐

明了 BT 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全世界超过 1 万例哮

喘患者接受了 BT 治疗。

2013 年，BT 技 术 在

我国取得注册证之后，超

过 200 例患者已接受 BT 治

疗。然而，相对我国巨大

的哮喘患者群体来说仍微

不足道。笔者医院在开展

BT 治疗的过程中，有一些

除技术细节外的心得和体

会向同道们分享和交流。

大力推广呼吸介入新

技术  目前已有更多的医

院掌握了呼吸介入的基本

技术，为 BT 技术在中国

更多的医院开展奠定了技

术基础。中国有太多的哮

喘患者，如何让技术下沉、

让更多的基层及社区医院

可以进行规范化的 BT 治

疗，是呼吸介入学界亟待

解决的问题之一。

重视备选手术患者的

输送  如何从患者能获得

最大获益的角度考虑，在

哮 喘 医 生 和 呼 吸 介 入 医

生 之 间 建 立 一 个 沟 通 机

制、打破医生之间及各专

业 组 之 间 各 自 为 战 的 局

面，既是医生应思考的问

题，更是医疗行政主管部

门应考虑的命题。

把握好适应证  目前，

BT 治疗的适应证是未控

制的重症哮喘，但是在临

床工作中最常见的还是中

度哮喘患者，这些较轻的

患者是否适合 BT 治疗？

在较轻的患者进行 BT 治

疗，是否可以减少激素的

用量进而减少不良反应？

抑或可减缓或者阻止气道

的重塑？这些都是未来急

需解答的实际问题。

建立患者队列  目前，

多数医院的呼吸内科没有

较长历史时间的哮喘患者

队列，也没有投入人力等

资源进行较完备的随访。

因此，未来哮喘患者队列

的建立，尤其是利用先进

的互联网医疗手段进行患

者管理，对 BT 技术的开

展起关键作用。

期待导管的降价   目

前进口支气管热成型导管

的价格在 3 万元 / 支以上，

因此每位患者需要 10 余万

的导管费，这对绝大多数

的中国患者是难以接受的。

我们也期待着进口导管的

降价，或物美价廉的国产

导管的问世，使科技的进

步能惠及更多的患者。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

工业化进程、生活方式的

改变，我国支气管哮喘患

病率正在呈现快速上升趋

势，并成为严重危害人们

健康的重要慢性气道疾病。

高度重视
不典型哮喘的诊治

典型哮喘患者根据症

状和相关检查诊断不难。

然而，对于某些症状不典

型的患者，如不咳也不喘

的患者，往往不能得到及

时的诊治而延误治疗甚至

危及生命。

2013 年， 笔 者 团 队

首次在国际上报道了以反

复胸闷为惟一症状，均存

在气道高反应性、气流受

限的变异性和可逆性，以

及气道活检标本证实与哮

喘一致的病理学改变的哮

喘患者，将之命名为胸闷

变异性哮喘（CTVA），

并提出了相应诊断标准，

使得以往被误诊和忽视的

以胸闷为惟一表现的不典

型哮喘患者得到明确的诊

断和及时的治疗，该研究

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

关注。

目前，关于 CTVA 的

全国多中心大型临床研究

已经启动，由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和广州

呼吸疾病国家临床研究中

心牵头，在全国各地三十

多家大型综合医院联合开

展，目的是研究 CTVA 患

者的发病率和病理特征。

与国际合作  
开展多中心研究

中国哮喘研究发表文

章数量及整体研究水平的

逐年提高，对降低中国哮

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

提高哮喘的控制水平有重

要意义。哮喘分子发病机

制复杂，主要涉及过敏原

诱导的气道损伤机制、不

同的 T 细胞免疫亚型以及

不同的粒细胞炎症等。国

内学者在这些领域做了大

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多

代表性成果。

目前，在哮喘的临床

研 究 方 面， 我 国 已 收 集

了 大 量 循 证 医 学 研 究 数

据，在此基础上，还应该

加 强 与 AHEAD 研 究、

RELIEF 研究等国际多中

心研究项目合作。在未来

几年，临床方面，建立哮

喘生物样本库，开展大规

模多中心患病率、病因学

和治疗策略方面研究，开

展个体化治疗；基础研究

方面，结合我国日益强大

的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研

究队伍，在发病机制方面

作出原创的研究成果，同

时加快现有中医药学有关

哮喘防治的基础研究和临

床转化。

指南的制定、更新及
推广尤为重要

规范化诊治是提高哮

喘诊治水平的基础。2016

年，由哮喘学组数 10 位

专家集体讨论和重新修订

了符合我国国情的《2016

版中国支气管哮喘防治指

南》。指南主要新增哮喘

流行病学、不典型哮喘诊

断 与 鉴 别 诊 断、 哮 喘 评

估、特殊类型哮喘及重症

哮喘等。

现实中的支气管热成型术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田庆

2016 哮喘研究中国好声音
▲  浙江大学呼吸疾病研究所  鲍正强 应颂敏

2016 世界哮喘日发布会在京召开田庆 副教授

应颂敏 教授

沈华浩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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