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 湿 免 疫 疾 病 被 纳 入

“十三五”精准医疗项目第

一梯队。未来，我们需积极

参与到风湿免疫疾病相关项

目的推动中去，利用好各种

资源及学术会议的影响，使

中国风湿免疫事业迈到一个

更新、更高、更好的学术层面。

未来会进一步扩大浙江

省风湿免疫专科医生队伍。

更好的向基层普及风湿病知

识，让基层乃至社区的医生

能知道什么是风湿病，使风

湿免疫疾病患者实现早期诊

断、早期治疗，造福浙江省

广大风湿免疫病患者。

内蒙风湿事业的发展可

用“梯队、参与、特色”六

字概括。即以地方学会为基

础进行良好的梯队建设；参

与到多学科的研究，在参与

中成长；内蒙有一些特色疾病，

如大骨节病、莱姆病、布氏

杆菌病，其他地区较少，希

望通过对这些疾病的观察和

研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江苏是风湿病专科医生

人数全国第一的省份，也是

一个经济发达省份。江苏将

继续推行基础研究为基础，

临床研究为特色的发展思路，

我们也会努力为江苏省风湿

免疫专科医生提供更大的发

展空间！

1998 年山西只有一个风

湿科，10 年前已到达一市一

科，现在响应国家二级诊疗

的要求，为县医院培养更多

的风湿病医生。未来山西将

继续实行这个策略，为基层

培养更多的专科医生，逐步

将风湿病的知识普及下去。

近 几 年， 陕 西 省 风

湿免疫事业在中华医学

会风湿病学分会及陕西

省医学会的领导下，在一

市一科一中心的工作思

路指导下，获得了长足发

展。未来的工作，一是继

续普及风湿免疫专业建

设；二是将风湿免疫领域

新的知识普及到更多基

层医院，使更多老百姓能

享受先进科技的成果。

中国的风湿队伍已逐

渐壮大，队伍的下一步成

长就是如何做强做精，能

站在世界前沿平台思考下

一步的发展，做出自己的

特色，做出自己的成绩。

风 湿 病 防 控 体 系 的

建设需要各级医生的参

加，希望通过这个体系

把风湿病的管控前沿一

直推到村医务室和街道

的卫生服务中心。将来

争取做到一村有一个医

生对风湿病有基础的了

解，让患者得到正确的就

医指导。

中 国 是 一 个 泱 泱 大

国，无论从学科建设、人

才还是资源方面，都占有

很大的优势。只有利用好

这些优势，才能推动我国

风湿病事业稳步前进。

临床工作中，希望能

通过我们的努力，构建一

些先进理念指导下的医

疗模式。学科发展上，希

望能有更高瞻远瞩的顶

层设计。利用更先进的信

息化手段，使数据发掘、

患者管理等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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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29 日，“2016 亚太风湿病学学会联盟大会（APLAR）暨第二十一次全国风湿病学学术会议”在上海

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3000 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风湿病学专家汇聚申城，共襄盛会。会议期间，海正药业联合多

家医学媒体通过“安心直播间”对来自全球的“风湿病学大咖们”进行了专访。

“2016 年 APLAR 在 上

海举办，作为当年的申办牵

头人我感到激动和自豪！”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栗占国教

授说，四年前，中华医学会

风湿病学分会为申办 APLAR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最终

在申请主办权的 5 个国家里，

得到 30 个成员国的认可，以

得票第一的成绩获得了 2016

年 APLAR 的举办权！此次

APLAR 在上海召开，增加

了国内医生与国际同行交流

的机会，让世界看到中国风

湿免疫领域的高速发展，对

中国风湿免疫领域的发展有

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栗教授介绍，我国风湿

病学的发展体现在很多方面。

在临床研究上，从不同风湿

免疫病的诊疗方法、新药研

发及优化方案等方面都有了

自己的建树。在基础研究方

面， 如 RA、AS、SLE 等 领

域都发表了高水平的文章。

尤其在感染、遗传和细胞免

疫机制的研究方面，发现的

致病分子和新的免疫细胞在

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近年来，我的团队也

基于临床与基础相结合的思

路， 在 RA、SLE 和 SS 等 领

域进行探索，研究了新的诊

疗方法，分别在《Immunity》、

《Cell H ＆ M》 和《Nat 

Med》发表了研究成果。未

来几年，我们仍会以这样的

思路开展更多研究，使患者

的诊断更明晰，治疗更精准。

风湿病学的发展和企业密不

可分。也希望民族企业更加

注重研发的投入，更多地支

持学科发展，共同推动中国

风湿免疫事业的发展。”

“对于 APLAR 再次来到

中国，我深切感受到首先国家

要强大，第二学科要发展”哈

尔滨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张志毅

教授说。去年是中华医学会建

会 100 周年，也是中华医学会

风湿病学分会建会 30 周年。

30 而立，去年是中华风湿病

学的一个里程碑，我国风湿

病学走上了新征程。随着“一

市一科一中心”计划的不断

推进，中国风湿免疫事业取

得了长足进步和快速发展。

随着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

的突出，骨关节炎（OA）患

者逐年增多。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OA患者已达2亿人。

但人们对该疾病尚缺乏正确的

认识，导致 OA 被严重忽视。

同时由于 OA 目前还缺少更有

效的药物，故更依赖早期诊断

和治疗，只有早诊早治才能更

好地控制疾病。因此，近年来

我们成立了骨关节炎学组，从

政府、社会、学科等多种角度、

多种层次来关注 OA。学组今

后不断将发展壮大，在医院尤

其三级医院成立专病门诊，同

时将开展相关研究，发表国人

自己的 OA 大数据。

“中国风湿免疫学科的

飞速发展，离不开医院间、

院校间的强强联合，不仅有

基础联合，还有临床医学方

面的联合。同时，风湿免疫

学 科 与 骨 科、 大 内 科、 儿

科等科室都有联合交流和发

展。”西京医院朱平教授说，

过去，免疫治疗、生物制剂

主要用在肿瘤治疗领域，现

在生物制剂、免疫治疗等治

疗手段开始更多地在风湿免

疫领域应用，并有广阔前景。

“生物治疗在风湿领域

已有 20 年历史，无论在临床

研究还是在实际应用，生物

制剂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且随着众多国产生物制剂陆

续 上 市， 中 国 的 患 者 开 始

通过民族企业的产品更多获

益。希望国民族企业能更加

强大，将生物制剂更好地发

展起来，开展更多的基础研

究、临床研究，开发自己自

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品，促进

风湿免疫治疗进一步发展。”

“强直性脊柱炎（AS）

在近几十年一直是风湿领

域的重点研究领域！国际

上对 AS 诊治分类标准也在

不断更新。据既往诊断标

准，患者发现时往往已是中

晚期，而新诊断标准应用以

来，极大提高了中国乃至亚

洲各国 AS 的早期诊治比例。

2009 年统计患者从症状出

现到确诊，平均延误诊治时

间为 6.7 年；但最近研究发

现，患者延误诊治时间已缩

短至 5.1 年。新分类标准的

出现及专家的快速推广，给

患者带来了巨大临床获益。”

中山大学第三医院古洁若

教授指出。

近两年国内对 AS 推出

了达标治疗和规范用药建

议，尤其今年提出三级治疗

策略，对患者更早期达无炎

症状态，减少骨结构破坏，

最终减少致残至关重要。相

信国际指南更广泛的推送和

普及将对这些疾病更前沿、

更规范的诊治有重要意义！

“2000 年 APLAR 年会

在北京举办时，当时看到的

更多是国外学者进行大会

发言。16 年后 APLAR 再次

来到中国，我们欣喜地看到

很多中国讲者走上了讲台。”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武丽

君教授说，16 年间，我国

风湿病事业得到了飞速发

展，值得欣喜和骄傲。

“作为来自新疆的一

名风湿科医生，我也见证了

新疆风湿免疫事业在老一辈

专家一如既往支持和关注下

的快速发展。近年来由于国

家加大了发展力度及学会的

大力支持，新疆已有很多风

湿免疫专科的医生覆盖到各

个地、州，一些患者不再需

长途跋涉就能在当地得到正

规诊治。相信今后在学会的

带动下，会有更多专科医生

加入新疆的风湿免疫事业，

让更多患者获益。”

“风湿病学近几年在

我国有许多突破，在临床

诊断、治疗等方面，每年

都有共识、标准的更新推

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

毅教授说，大部分风湿疾

病都是慢病，其预后不但

取决于诊治，更多的还取

决于后续患者的自我管理。

因此，对于风湿疾病的诊

治，更应提倡诊治后患者

的自我管理，可称其为延

伸型医疗模式。“近年来，

在本院的带动下，全国很

多医院开始注重风湿病患

者的自我管理，如很多公

司通过自行开发的软件，

推动患者的自我行为管理。

因此，医生管理、患者自我

管理，同时借助‘互联网 +’

模式，必定会让风湿免疫疾

病的管理便捷化、扁平化、

现代化，这将是风湿免疫领

域未来发展的方向！”

长海医院赵东宝教授：

风湿病学科要想发展，必

须有治疗风湿病的武器，

包括新药物或新技术，在

这些方面民族企业能发挥

巨大的作用。

中日医院马丽教授：

一个国家制药企业发展的

好不好，民族企业是最重

要的。生物制剂给风湿界

带 来 一 个 里 程 碑 式 的 改

变，我们应更多地支持民

族企业！

北京宣武医院李小霞

教授：作为一个中国人，

对于我们民族企业取得的

巨大进步，我很自豪。安

佰诺 ® 的上市，是风湿界

的喜讯，未来希望听到更

多这样的消息，也希望我

们的企业能产生出更好、

更高质量的药品。

北京儿童医院李彩凤

教授：儿童是国家的未来，

儿童风湿病需要更多人关

注。希望各行各业帮助儿

童风湿病诊疗领域发展，

也期望有越来越多的药物

用于治疗儿童风湿病。

株洲市中心医院李敬

扬教授：希望民族企业的

代表海正药业，能为中国

风湿病患者生产出更多、

更好的具有国际品质的药

物。同时，开展更多、更

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临床

研究！

唐都医院张岩教授：

我对民族企业是充满信心

的，安佰诺 ® 价格合理、

质量稳定，希望海正药业

以后能给风湿病患者带来

更大的获益。

贵州省中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马武开教授：近

年来，民族制药企业，尤

其是生物制药企业，产品

质量有明显的提升。民族

制药企业生产的生物药，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儿童医院卢美萍教授：希

望民族制药企业的发展越

来越好，为广大临床医生

提供更多生物制剂选择，

我们儿科医生对海正药业

等民族企业有更多的期待。

长海医院戴生明教授：

民族企业是需要大力发展

的！我国人口基数大，生

产属于自己的药物，一方

面能治疗患者的疾病，使

患者获益；另一方面，解

决患者依赖进口药，药价

贵且难于获得的问题。另

外，民族企业是一个国家

的支柱产业，国家需要进

步，要实现全球化，一定

要有自己的民族品牌。

海南省人民医院詹峰教授：

风湿科发展属于创新阶

段，为迎接挑战，我从肾内

科转行到风湿科，与风湿免

疫领域一起创新发展。

�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赵铖教授：

我是 2005 年从肾内科

转到风湿免疫科，这些年

风湿免疫领域发展非常迅

速，对其他专业的人才吸

引力很大。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李芹教授：

2000 年 APLAR 召开时，

全国仅 1000 多位风湿科医生

参会，此次 APLAR 有 4000 多

名中国风湿科医生参会，既

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也反映

了我国卫生事业的飞速发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苏茵教授：

我亲身经历过 2000 年

APLAR，今天 APLAR 再次

在中国举行，最 大 的 感 受

就 是 参 加 APLAR 的 中 国

人越来越多，我们的队伍

越来越大，说明中国的风

湿免疫事业发展得越来越

快、越来越好。 �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李兴福教授：

16 年，我国整体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具体到免疫事

业变化也非常大。从 2007 年

来，尤其是生物制剂引入后，

对我国风湿病的治疗是一个

里程碑式的革命。现在风湿

病学科的发展前景非常好。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丁峰教授：

时隔 16 年，APLAR 再次

来中国，不仅是对中国风湿病

学发展的认可，也是对中国风

湿界的一种鞭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吴华香教授：

2000 年 浙 江 没 有 真 正

的专职风湿病医生，风湿免

疫科的医生是零。16 年间，

整个浙江的风湿免疫事业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截至目

前，浙江已有 300 多名风湿

科医生，主要的三甲医院都

有风湿病专科，给患者带来

了巨大的获益。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李洋教授：

今年 APLAR 会议，有

很多中国医生参会并且以

年轻医生为主，这反映出中

国风湿病朝气蓬勃的发展状

态，也说明我们日后发展的

潜力巨大。

上海光华医院何东仪教授：

“今天的 APLAR，无

论是学术水平还是规模都

远远超过 10 年前，说明我

国风湿领域这十多年发展

的非常迅速，并且在许多

领域和国际接轨。希望在

未来的 10 年中国的风湿病

事业有更大的发展。”

西京医院吴振彪教授：

“我有幸参加了 2000 年

APLAR和今年上海APLAR，

此次 APLAR 我除了感受到

自身的逐渐成长，更多是感

受到了中国风湿病事业在逐

渐蓬勃地发展和壮大。

上海仁济医院吕良敬教授：�

“APLAR 能再次莅临

中国，我非常开心。全亚

洲的风湿病医生能汇聚上

海，是我国风湿病学科的

荣耀。”�

专访

曾小峰：中国！世界风湿免疫领域崛起的一股“红色新势力”     

>>> 我国风湿病学发展接轨国际

2000 年 北 京 首 次 承 办

APLAR 对中国风湿免疫事业

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16 年后 APLAR 再次回到中

国是世界对中国风湿免疫事

业发展的充分认可。经历 16

年的迅猛发展，当前中国风

湿免疫病诊疗技术已全面与

国际接轨，并开始在一些领

域领先国际水平。此次上海

APLAR 是历届会议以来覆盖

面最广、规模最大、学术水

平最高的一次盛会，充分体

现了中国风湿免疫团队已成

为世界风湿免疫领域不可小

觑的一股“红色新势力”。

从最初的只有凤毛麟角

几家医院设风湿免疫科，到

现在全国 700 多家医院设立

风湿免疫专科。我们看到了

学科的不断发展壮大，但我

们也要意识到中国风湿病学

仍是一个新兴学科，仍需进

一步完善学科建设。我们提

出“一市一科一中心”计划，

就是希望在每个县级市医院

至少有一个风湿免疫专科，

并建立一个能进行所有相关

自身抗体检测的检测中心，

从而不断完善学科建设，让

中国的风湿免疫疾病诊疗事

业更长久地发展。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中国的患者不能一味依赖价

格高昂的进口药物。”北京

协和医院曾小峰教授指出，

最终还是要依靠本土的民族

制药企业，为广大风湿免疫

疾病患者提供优质优价的治

疗“武器”。

“此次在 APLAR 年会的

展厅里，我们欣喜地看到我

国民族企业的发展壮大。像

安佰诺 ® 这样优质优价的药物

势必会给我国风湿免疫病患

者带来更大的福音，更相信

民族企业对我国医疗事业发

展会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 完善学科建设是风湿病学未来发展的首要任务

>>> 民族制药企业走向世界，进一步促进中国医疗事业发展

栗占国：中国声音“唱响”2016 亚太风湿病学年会

张志毅：国家要强大  学科要发展！

朱平：强强联合  发展才是硬道理

古洁若：更新的 AS 诊断标准  让患者更早获益！

武丽君：风湿科的发展让再偏远地区的患者都可以得到正规诊治！

刘毅：未来风湿病学发展还看中国风采

对民族企业的寄语

APLAR走进中国感受

风湿学科建设

企业强则国家强  科技兴则民族兴
近年来随着生物制药领域的高速发展，一批以海正药业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勇

担民族使命纷纷投入到治疗风湿免疫疾病药物的研发中去，力争为中国的风湿免

疫疾病患者提供更多优质优价的生物制剂。临床专家们对于民族企业，也有着自

己的要求和期待。

时隔 16 年，APLAR 再次走进中国。这十几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也是

中国风湿免疫学科高速发展的时代！伴随着这些年中国风湿免疫领域的变化，每位医

生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见解。

自 1985 年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成立以来，中国的风湿免疫专业已走过 30 年历程。

30 年来，经过无数风湿病前辈及同仁的不懈努力，我国的风湿免疫事业蓬勃发展。然而，

风湿病学科在我国尚属新兴学科，因此，如何加强和促进风湿免疫学科建设仍然是我们工

作的重中之重。

北京协和医院��张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林进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李鸿斌

江苏省人民院��张缪佳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李小峰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何岚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周京国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重庆西南医院��方勇飞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陈进伟

上海仁济医院��叶霜

  APLAR 2016：“大咖”谈风湿
          ▲ 本报记者  裘佳  武冬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