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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译  苏宁宁   

雾霾来袭，《柳叶刀》发文

钟南山：从社会、个人层面改进污染现状
广 州 呼 吸 病 学 研 究

所 钟 南 山 院 士 及 团 队 发

表 了 关 于 中 国 雾 霾 以

及 改 进 建 议 的 综 述。

（Lancet.2016;388:1939）

综述指出，随着社会

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污

染问题愈发显著，我国疾

病谱已发生很大变化，非

传 染 性 疾 病 负 担 逐 年 加

重。然而，目前我国有关

空 气 污 染 对 呼 吸 系 统 健

康 的 影 响 的 流 行 病 学 资

料十分有限。

空气污染物水平的增

高显著增加了慢性呼吸道

疾病的发病率，触发哮喘、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急性

加重。空气污染的不良影

响还可长期存在，大气污

染物对母体的保留可以影

响婴儿今后的肺功能增长

以及哮喘发病风险。

此外，中国空气污染

物 的 水 平 显 著 高 于 西 方

国家，但空气污染物浓度

与 慢 性 呼 吸 道 疾 病 发 病

率并非呈线性相关关系，

在 较 高 的 空 气 污 染 物 水

平下，慢性呼吸道疾病发

病 率 的 增 长 可 能 呈 平 台

样改变。

此前，中日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王辰院士

在 3 月 26 日 ~27 日举办的

“呼吸学科建设明道讲坛

暨全国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主任研修班”上指出，

若将肺癌、肺心病、肺结

核这三类疾病纳入呼吸系

统疾病进行统计，则呼吸

系统疾病所致死亡占我国

城市居民总死亡率的 1/5，

占 农 村 居 民 总 死 亡 率 的

1/4，均列各系统疾病死亡

率的第一位。此外，从发

病率角度看，呼吸系统疾

病两周就诊率也是常年高

居各系统疾病之首。并且

由于大量的吸烟与二手烟

暴露、严重的室内外空气

污染、人口老龄化等，未来，

我国呼吸系统疾病发病形

势将更趋严峻。

钟南山院士针对目前

的现状呼吁全社会和个人

共同努力改进目前的污染

现状。社会层面包括机动

车燃油质量与引擎的改善

与更新、公共场合禁烟立

法、建立早期空气污染事

件预警系统等手段。个人

层面的改变包括使用室内

空气净化仪或空气质量检

测仪、改变饮食习惯等。

最后，综述还指出，

未 来 可 能 会 在 燃 烧 秸 秆

对呼吸系统健康的影响；

不同地区、民族之间对空

气 污 染 物 不 良 影 响 的 易

感性差异；空气污染物对

中 国 人 群 究 竟 是 否 具 有

致 癌 性 等 方 向 进 行 深 入

研究。

美国一项研究显示，

头痛患者发生甲状腺功能

减退（甲减）的风险增加

21%，偏头痛患者这一风

险甚至更高，增加41%。（源

自 Healio 网站）

该 研 究 纳 入 8412 名

成年人，20 年随访过程中，

参与者每 3 年进行身体检

查和甲状腺功能检查。“头

痛”定义为：患者自述经

常头痛、医生诊断头痛，

或使用治疗头痛的药物。

研究涉及两个模型，

一个模型包括头痛（是 /

否），另一个模型包括可

能偏头痛（是 / 否）。在

第一个模型中，头痛患者

发生甲减的 HR 为 1.210，

在第二个模型中，伴有可

能偏头痛患者发生甲减的

HR 为 1.411。在两个模型

中，年龄都是新发甲减的

显著预测因子，且随着参

与者年龄的增加，风险逐

渐增加。然而，在所有头

痛患者中，吸烟却有预防

甲减发生的作用。

研究者称，偏头痛与

甲减相关的潜在机制包括

两者共享炎症和免疫因素

相关机制，此外，遗传机

制也可能发挥作用。鉴于

该研究样本量，研究结果

是可靠的，因而有必要评

估头痛患者的甲状腺功能。

瑞士一项研究表明，

孕期每天吸烟至少 10 支或

以上，臀位、剖宫产、早

产和其他围产期因素，与

子代强迫性神经症（OCD）

风险的增加有关。（JAMA 

Psychiatry. 10月5日在线版）

该研究纳入 2421 284

名 于 1973-1996 年 出 生

在 瑞 典 的 儿 童， 随 访 到

2013 年。 结 果 显 示， 共

17 305 名参与者被诊断为

OCD， 首 次 诊 断 的 平 均

年龄为 23.4 岁。

各因素增加 OCD 的

风险分别是：孕期每天吸

烟至少 10 支增加 27% 的

风险，臀位增加 35% 的风

险， 剖 宫 产 增 加 17% 的

风 险， 早 产 增 加 24% 的

风险，出生体重在 1501 g

和 2500 g 之 间 增 加 30%

的风险，胎龄大增加 23%

的风险，出生后 5 min 阿

普加评分提示新生儿窘迫

增 加 50% 的 风 险。 校 正

混杂因素后，这些联系仍

存在，其中更小的胎龄和

更 低 的 出 生 体 重，OCD

的风险更高。

并且，围生期事件数

量与 OCD 的风险之间还

存在剂量 - 反应关系，事

件 数 为 1 时，OCD 风 险

增加 11%，事件数≥ 5 时，

OCD 风险增加 51%。

本报讯（见习记者  窦

洁）10 月 22 日， 由 日 中

医学协会与武田中国联合

举办的“智交融，汇无界”

中日子宫内膜异位症交流

峰会在京举行。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妇产科周应芳教

授、浙江省妇保医院张信

美教授、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姚书忠教授、日本

近畿大学名誉教授星合昊

等中日专家出席了会议，

就目前国际子宫内膜异位症

（内异症）领域中的重大突

破及诊断、治疗方面的进展

进行了交流。

内异症是指子宫内膜

组织在子宫腔被覆内膜及

子宫以外的部位出现、生

长、浸润，反复出血，继

而引发疼痛、不孕及结节

或包块等。

姚忠书教授指出，内

异症作为一种良性病变，

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复

发率很高，5 年累计复发

率达 50%。

周应芳教授表示，腹

腔镜确诊、手术加药物治

疗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

的“金标准”。因内异症

的复发率较高，所以对内

异症的初次和复发的治疗

显得尤为重要。内异症复

发应考虑与初次发病原因

有何不同，针对不同的症

状，采取药物或手术治疗。

日本星合昊表示，中

日在内异症诊疗技术上差

异并不明显，可能因为国

情不同，在用药经验以及

对不孕患者的治疗方案上，

存在一些差异。尽管手术

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亦

有相当的复发机会。所以

术后药物治疗非常必要。

专家强调，内异症应

被看作是一种慢性疾病，

需要制定长期管理计划，

患者必须有很高的依从性，

以最大化药物治疗为目标，

避免重复外科手术，有效

的内分泌治疗可以长期控

制疼痛。同时，重视对于

广大群众的宣教工作，倡

导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的理念，医生也应重视对

内异症的治疗和长期管理。

孕妇吸烟、臀位、剖宫产、早产等增加子代强迫症风险

头痛患者甲减风险高

减肥术对脂肪肝
肥胖患者无生存
获益

中美检验大师
对话精准医疗

瑞 士 一 项 . 研 究 指

出， 减 肥 手 术 并 不 能 减

少 非 酒 精 性 脂 肪 肝 肥 胖

患 者 的 死 亡 风 险。（Clin 

Ga s t roen te ro l  Hepa to l . 

2016;14:1619）

研 究 者 对 1997-2004

年接受胃旁路减肥手术的

492 例患者进行了回顾性

分析，其平均体质指数为

43.6 kg/m2，12% 的患者患

有非酒精性脂肪肝，16%

的患者患有肝脏纤维化。

通过肝脏活检来确定减肥

手术者中的非酒精性脂肪

肝患者，研究中的对照者

来自于 NHANES Ⅲ研究，

通过超声以及增高的肝丙

氨酸转氨酶水平来确定对

照组的肝脏情况。

手术后的中位随访时

间 为 10.2 年， 其 中 4.2%

的受试者死亡。研究者发

现，非酒精性脂肪肝、高

血压分别能增加 2.9 倍和

3.9 倍的减肥手术术后总

死亡率。当行减肥手术的

患者与 NHANES Ⅲ研究

中对照者进行匹配后，发

现减肥手术可以减少肥胖

患者 46% 的死亡风险。然

而，减肥手术并不能减少

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死

亡风险。

对此，研究者指出，

减 肥 术 虽 能 改 善 重 度 肥

胖 者 的 预 后， 但 是 在 非

酒 精 性 脂 肪 肝 患 者 中 进

行 减 肥 手 术， 其 生 存 获

益可能减少。

本报讯（记者  苏宁宁）

10 月 21 日， 首 届 中 美 检

验大师论坛在上海召开。

该论坛主题为“精确检验、

精准医疗”。会上，多位

专家以个体化诊疗为基础，

通过先进的检测技术介绍，

强调了精准医疗的重要性。

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

分会主任委员潘柏申表示，

随着检验学的发展和技术

的不断革新，其重要性日

益凸显，面对新形势下的

新挑战，国际间的交流是

学科发展和理念更新的重

要一环。希望通过本次会

议为国内同仁们搭建国际

性交流平台。

据悉，会议由罗氏诊

断赞助，中华医学会与检

验分会与美国临床化学协

会共同举办。

中日子宫内膜异位症交流峰会在京召开，专家呼吁：

子宫内膜异位症复发率高  长期管理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