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现代与历史融汇的

羊城街旁，木棉花开与春

天拥抱；在炫彩的灯光映

照中，舞台上广州塔和广

州大桥的模型遥相呼应；

在宾朋满座的会场内，思

想在学术讨论的中英文交

织中碰撞……

3 月 21~25 日， 第 八

届国际腹膜透析大会亚太

分会暨中华医学会肾脏病

学分会 2017 年血液净化论

坛在广州召开。

随着中国慢性肾脏病

发病率日益增加，对于腹

膜透析的需求也日益增多。

据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

会副主任委员蔡广研教授

介绍，2010 年 5 月开始，

我国建立了中国国家肾脏

病数据系统（CNRDS）。

截 至 2015 年 年 底，

CNRDS 登记在册的腹透

中 心 1093 家， 共 62 589 

例腹膜透析患者。同时期

血液透析中心为 4089 家，

包 括 385 055 例 血 液 透 析

患者。从数据来看，腹膜

透析患者占透析人群的比

例 从 2012 年 底 的 10% 增

长到 2015 年年底的 16%。

此外，全国范围内有

1141 家二级医院及 737 家

三级医院纳入透析登记系

统，但超过 85% 的患者仍

在三级医院接受透析治疗。

“ 我 国 是 第 一 人 口

大国，也是肾功能衰竭、

尿毒症患者人数的第一大

国。”广东省医学会秘书

长李国营指出，在当前阶

段，我国主要通过透析技

术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延缓病情进展，延长患者

生命，但也给患者及其家

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

副会长苏志表示，我国农

村贫困地区终末期肾脏病

等重大疾病是造成个人失

去劳动能力，造成家人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重要

原因。腹膜透析是治疗终

末期肾脏病的重要手段，

腹膜透析技术相对简单易

行，且费用相对较低，与

血液透析相比，是居家式

治疗的优先选择，在我国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近年来国际腹膜透析

技术发展迅速，取得了一系

列的学术研究和临床应用

成果，为解除全球数以亿计

的终末期肾脏病患者的病

痛、改善生活质量作出贡献。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

分会主任委员余学清教授

介绍，然而，在我国很多

因素阻碍了腹膜透析发展。

如一些医护及患者存在错

误的认知，认为腹膜透析

效果不好；报销的比例不

足；腹膜透析中心管理不

到位。更为重要的是缺乏

受过培训的腹膜透析团队，

尤其是基层医院腹膜透析

置管医生不足，导致腹膜

透析的治疗难以推广。

据余教授介绍，为推

进我国腹膜透析的发展，

为 患 者 提 供 更 多 的 选 择

空间，未来 3 年，将培训

1800 位腹膜透析置管医生，

主要面向基层医院。

接受腹膜透析的患者

可以自行在家进行操作，为

保证安全，需要到专门的医

院接受为期7 d的操作培训，

待医生确认操作通过后才

可回家自行操作治疗。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

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

实验上的技巧问题，而提

出新问题，从新的角度看

旧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

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

的真正进步。”南京总医

院刘志红院士引用爱因斯

坦的这段话，来说明问题

导向的临床研究的重要性。

刘院士认为，提出新

问题 - 发现新依据 - 建

立新理论 - 推出新疗法 -

制定新标准 - 形成新体

系，这是一个逐步推进的

过程，是科学不断发展的

过程。她以 IgA 肾病和狼

疮 性 肾 炎（LN） 为 例，

对这一过程进行了阐述。

刘院士指出，不同年

代 LN 治疗药物在发生着

变迁，每种治疗方法看起

来都要比原来的效果好，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LN

的治疗效率是否确实得到

了改善？ LN 的肾脏存活

率是否同样得到改善？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刘院士团队对过去 20 年

（1994-2010 年 ）LN 患

者治疗模式及随时间变化

的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

发现，LN 的治疗模式确

实在变迁，而且随着年代

的变迁，LN 治疗缓解率

明显改善，LN 肾脏远期

预后也明显改善。

因此，刘院士强调，

切不可忽视临床研究在日

常工作中的重要性，但并

不是说基础研究不重要。

要提出好的临床问题，还

要有能力去回答它，要有

好的临床数据来帮助回答

提出的问题。

而不能停留在临床经

验上，对于“我们就是这

么认为这个疾病的”这种

说法，刘院士认为“太写

意”，一定要有科学的证

据（研究论文）来体现。

刘院士的很多文章被

顶级的杂志作为依据来引

用，成为科学依据（临床

指南），她表示，提出的

新疗法、新分类标准等，

是可以改进临床实践的，

从而提高诊治水平。

“在此基础上，还可

以再次提出新的问题，在

这样一次次螺旋上升的过

程中，我们的认知不断提

高，临床能力得到提升，

临床治疗水平得到改善。”

在 刘 院 士 看 来， 问

题导向的临床研究真正

的 内 涵 是， 需 要 我 们 在

一 个 方 向 坚 持 很 多 年，

需要在平时临床工作中

有建立临床研究体系的

意 识。 一 旦 出 现 问 题，

有能力回答它。

“一切为了患者，不

断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是我们的工作宗旨，我们

不能忘记这一点。”在刘

院士看来，无论是临床研

究还是基础研究，都是在

这个工作宗旨的驱动下

去回答一系列问题，通过

不 断 努 力， 提 高 临 床 水

平， 最 终 给 患 者 带 来 益

处。没有好的临床研究，

很难问鼎领域真正的基

础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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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国际腹膜透析大会亚太分会暨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 2017 年血液净化论坛召开

腹膜透析是居家式治疗优先选择
▲ 本报记者  董杰

肾脏病学发展要：    
顶天、立地、扶持中青年

刘志红：问题导向的临床研究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余 学 清 教 授 指 出， 随 着

中国的日益崛起，我们有更多

大国的义务、责任和担当，对

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进行帮

扶。希望亚洲地区间的医生能

展开更多协作，为人类健康事

业共同努力。

作为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

分会的第十届主任委员，余学

清把分会的工作目标定为“顶

天、立地、扶持中青年”，并

详细解读了这一目标的内涵。

“顶天”即向国际看齐，

紧跟国际步伐，提高自身水平，

并加强与中东亚地区的合作，

将年轻医生推向国际化舞台。

“立地”即在积极参与国

际交流的同时，支持基层医院

肾科的建设和发展，加强县级

医院肾科核心能力建设，特别

是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

边疆边远地区学术水平。

扶持中青年即支持中青年

医生发展，展开优秀青年肾科医

生评选，积极支持中国年轻医

生参加国际交流与学习。希望

更多青年医生能够进入国际舞

台，加强国际合作交流与联系。

刘志红��院士

一个受过培训
并出色的腹膜
透析协作小组

腹膜透析卫星
中心作为示范

通过临床研究
不断优化腹膜
透析方案

全面的随访计划

持续改善
临床质量

腹膜透析成功要素

大会主席余学清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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