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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东方呼吸病学术会议在沪召开

传统  创新  华丽  独特
▲ 本报记者  陈惠  宋箐

3 位 院 士、11 位

外宾、150 名全国各地

专家带来了精彩讲座，

让 2000 名全国参会代

表“ 一 饱 耳 福”， 共

享盛会。

4 月 28 日， 首 届

东方呼吸病学术会议

在上海开幕。有上海

市医学会百年沉淀之

基，有多届上海市医

学会呼吸病学专科分

会成功办会之经验，

整合上海呼吸和危重

症学界之力量，首届

东方呼吸病学术会议

彰显其传统而又创新，

华丽而又独特的一面。

钟南山院士从科研的核

心、目的、途径、重点和人

才培养的角度，对“呼吸医

师的临床科研”进行了诠释。

他认为，有发现发明，并做

出论文获奖，只能称为“创

意”；引进仿制，转变成了

经济社会效益，只能称为“创

建”；有发现发明，并将发

现发明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效

益，才能称之为“创新”。

科 研 的 目 的 是 能 解 决

临床诊、治、防问题。以咳

嗽为例，咳嗽是门诊患者求

诊的最常见症状，慢性咳嗽

( ≥ 8 周，胸部 X 线正常者 ) 

是各类咳嗽中最棘手的问题，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全球首

个多中心研究，明确了嗜酸

粒细胞性支气管炎（EB）为

慢性咳嗽常见病因。钟院士

团队则经过研究，首次提出

EB 是独立的疾病，诊治与

哮喘有区别 （Lai KF,  Chest 

2015;148:887），有针对性地

解决了这类患者的治疗问题。

钟院士强调，要通过转

化医学，有诊治价值理念或

技术，讨论不完整有缺陷的

研究，改良技术针对靶点，

最终实现基础研究和临床诊

治、实践的相互转化。以青

蒿素治疗疟疾为例，1971 年

屠呦呦从《肘后备急方》中

发现青蒿素的提取办法，进

而进入临床实践，再将问题

反馈。1974 年罗泽渊教授改

进青蒿素提取工艺，此后李

国桥教授等研制了 4 代青蒿

素复方药物，最终解决全球

范围内疟疾患者的治疗。

钟 院 士 指 出， 研 究 要

紧扣临床问题，基础临床并

重， 适 时 实 现 相 互 转 化。

而且，当代医疗模式的发

展 应 呈 现 5P 模 式， 即 预

测 性（Predictive）、 预 防

性（Preventive）、 早 干 预

（Pre-symptomatic ）、个体

化（Personalized）和参与性

（Participatory），实现早期

预防、早期干预和因人而异。

在人才培养方面，当前

普遍将现代临床医学专家分

为临床型和科研型，钟南山

院士则认为，应在临床培训

的基础上，加入专项课题，

让临床型人才向临床研究型

发展；而以专项课题为主的

科研型人才，可以朝着两栖

型发展。钟院士特别指出，

由临床医学、基础研究、医

学统计、网络平台、数据库

和产学研人员构成的团队，

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呼吸专业

研究团队。

王 辰 院 士 在 报 告 中 指

出，慢性疾病是人类健康的

巨 大 威 胁。2012 年， 全 球

慢性疾病导致总死亡人数达

3800 万， 其 中 10% 死 于 慢

性呼吸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将心血

管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

疾病、糖尿病与代谢性疾病

列为全球四大慢病，而不是

三大慢病。”王院士强调，

但我国的大部分文件中，慢

性呼吸疾病常常被忽略。

王院士以慢阻肺为例，

介绍了慢性疾病的典型多元

慢性致病过程。多元表现在

内因、外因、内外因相互作

用致病，而慢性体现在未

病 - 渐病 - 发病的漫长过

程，且居主导地位的致病因

素与机制可能有所改变。

“队列研究是多元慢性

致病重要的研究方法。”王

辰院士指出，经典的队列研

究 包 括 Framingham 研 究、

英国男性医生队列等。

“我国已建立了多个大

型社区人群队列以探讨危害

国人健康的各类重大慢性病

的致病因素、发病机制及流

行规律和趋势。”王院士介

绍，如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

究、中国成人肺部健康队列

研究、泰州市健康人群队列、

东风队列、大庆队列等。

近年来，慢阻肺的防治

工作逐渐受到政府的重视，

“十二五”期间启动了一批针

对慢阻肺防治研究的重大科

研项目，构建了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诊疗和综合防治研究

基地及研究协作网，多家医

疗单位建立了慢阻肺的专病

队列。这些工作为在“十三五”

期间开展针对慢阻肺的全国

多中心参与的大型队列研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院士指出，在我国前

期已经建立的多个大样本人

群社区队列以及慢阻肺专病

队列的基础上，通过统一标

准和规范，系统整合人群社

区队列和临床队列，完善以

慢阻肺为中心的慢性气道疾

病发病前信息与发病后临床

特征与诊疗信息的收集，建

立样本库，进行长期随访，

构建可开展预后研究的随访

数据库体系，并在此基础上

开展组学研究，将有助于识

别与慢阻肺发生、发展、预

后有关的生物标志物，开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慢

阻肺的新药物，为建立基于

生物标志物指导的慢阻肺精

准治疗策略奠定基础。

大会开幕式上，瞿

介明教授将上海医学会

呼吸分会的发展分为历

史篇、传承篇、展望篇

作了介绍。

历 史 篇 上 海 医 学

会 成 立 于 1917 年， 而

防 痨 协 会 成 立 于 1933

年 10 月 21 日，积极举

办防痨演讲和展览，劝

止吐痰运动，发行《防

痨》 杂 志。 在 结 核 病

防治阶段，上海肺科奠

基人吴绍青教授；结核

病向现代呼吸病转化阶

段，李华德教授，邓伟

吾教授，钮善福教授，

黄绍光教授，徐昌文、

廖美琳、何国钧、肖和

平教授做了突出贡献。

防痨协会在肺部感

染，肺功能检查完善和

推广，介入技术，肺癌

诊治，睡眠呼吸暂停，

慢性气道病，建立哮喘

之家方面，做出开创性

工作，为后来的呼吸疾

病防治工作奠定扎实的

基础。而这些工作中的

点点滴滴，成为上海一

代呼吸学者共同的回忆。

传承篇  白春学、

周新、瞿介明教授继承

了前辈的优良传统，继

往开来，勇于开拓临床

技术，在肺癌早期诊断、

靶向治疗，结核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肺部感染、

肺部真菌感染，有效遏

制耐药菌，呼吸介入、

呼吸睡眠、肺循环、职

业病棉尘肺、哮喘、机

械通气等方面做了诸多

创新和发展。

瞿介明教授表示，

学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投身医疗救灾救援；在学

术传播上，整合全市呼吸

科资源，组织国内外会议，

联系华东地区六省一市，

开展肺部感染、肺心病、

间质病等协作组和年会。

协会特别重视新生力量，

专门组织华东地区中青

年学组会议。

为 让 更 多 患 者 受

益，学会专门设立了区

县级学组，携手基层医

生，一起开展呼吸疾病

防治工作，造就了一支

二级医院的学术队伍，

提高基层医疗水平。

在研究方面，上海

呼吸界积极参加全国性

研究，如 PEACE 研究、

慢阻肺流行病学调查、

H1N1 临床特征研究等。

2016 年牵头全国同行，

制定我国成人社区获得

性肺炎诊治指南。

展望未来篇  瞿介

明教授说，上海市医学

会呼吸病学分会是上海

市呼吸专科医生的共同

学术家园，要将其打造

为“联志、联术、联谊、

联情”的平台，搭建合

作共赢、共同发展的舞

台。今后重点发展方向

是以解决临床问题为出

发点，以回答临床科学

问题为导向，开展临床

研究和重大疾病临床基

础研究。

“群贤毕至，少长

咸集；百川归海，东方

灿烂。”瞿介明教授最

后用一首诗结束了他的

报告。

钟南山院士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呼吸医师的科研要解决临床问题

王辰院士  中日医院

队列是多元慢性致病重要的研究方法

瞿介明教授  大会主席、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医学会呼吸分会：
群贤毕至  东方灿烂

钟南山 院士 王辰 院士 瞿介明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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