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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美国胸科学会（ATS）年会于 5 月 19 日 ~24 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超过万余名来自全球各地的

临床医护人员和研究人员出席会议。本期《医师报》邀请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宋元林教授、南京总医

院苏欣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陈亚红教授、广州南方医院孟莹教授与读者分享此次 ATS 年会中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肺部感染、慢阻肺、间质性肺疾病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理念。

2017 年美国胸科学会年会召开
新成果  新理念

如同欧洲一样，美国

也在致力于消灭结核病。

因 此， 在 ATS 年 会 年 度

回顾报告中，来自丹佛的

Daley 教授重点阐述了发

表在 JAMA 和 Lancet 等顶

级杂志的有关肺结核病的

最新研究进展。

研究显示，目前美国

结核隐性感染的发生率大

约 为 4.4%（ 结 核 菌 素 皮

试 法 检 测 结 果）或 4.8%

（QFT-GIT 法 r 干 扰 素

释放实验检测结果），与

2000 年相比变化不大。专

家建议欧美应将结核隐性

感染筛查及治疗推广到私

立医疗机构，并且免费提

供给民众，这样才能全面

控制和消灭结核病。

一项在 10 个国家开

展的随机对照研究显示，

对于外周血 CD4+T 淋巴

细胞数少于 50 的终末期

艾滋病患者，与 WHO 推

荐的异烟肼单药预防性治

疗方案相比，经验性抗结

核治疗不能减少患者死亡

率。2016 年 发 表 在 CID

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包

括美国在内全球多个国

家，拥有加热冷却装置的

建筑，可造成区域内结核

分支杆菌嵌合体的爆发流

行。全基因测序显示建筑

内的环境分离菌和患者临

床分离株的同源性极高。

在 分 会 场 和 壁 报 交

流区，感染方面的话题涵

盖了肺炎的治疗和预防，

宿主和病原体相互作用的

免疫机制研究，结核、细

菌和真菌等特定病原体感

染，病原微生物的分子诊

断新技术，二代基因测序

在呼吸道微生态研究中的

应用等。

病原学诊断新技术高

通量测序法精确检测引起

严重呼吸道感染新型病毒；

新型床旁 DNA 测序鉴别

呼吸道病原体；肺泡灌洗

液 曲 霉 GM 检 测 在 肺 真

菌病中的诊断价值；新型

液相细胞病理学在侵袭性

肺曲霉病的病原体检测中

的作用；肺泡灌洗液定量

PCR 检测在常规抗菌治疗

失败的血液病患者肺炎病

原体诊断中的价值等。

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

经支气管给予间充质干细

胞治疗方法，可改善严重

感染肺炎链球菌小鼠的生

存；吸入阿米卡星 / 磷霉素

联合美罗培南治疗严重铜

绿假单胞菌感染的杀菌效

力；强化呼吸衰竭患者的

降阶梯抗菌治疗策略；糖

皮质激素在非 HIV 的肺孢

子菌肺炎中的治疗价值等。

呼吸道微生态的研究也是

热点之一，既往多为观察

性研究，今后将向纵深发

展，尤其着重研究呼吸道

微生态参与多种呼吸道慢

性疾病发生发展的机制。

肺结核是今年 ATS 感

染版块最重要的内容。欧

美已经提出了消灭结核病

的雄心壮志，并依照制定

的路线图在努力前行。而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结核病

控制的形势还很严峻。这

需要政府、医务专业人员

和全社会正视这一问题，

采取有力措施，共同努力

实现这一目标。

日益重视无创通气治疗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宋元林  季诗梦

整体而言，全球范围内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诊治仍存在

不足，缺少较好的预防措施。在治疗方面无创通气逐步受到重视，但一些

使用指征及转换气管插管的时机仍需积极把握。

2016 年 7 月 JAMA 上

刊登的LUNG	SAFE研究，

对全球５大洲 50 个国家

的重症监护室（ICU）中

ARDS 的流行病学现状进

行了调查。

在 459 家 ICU 中，

ARDS 的 患 病 率 占 ICU

入 院 率 的 10.4%，23.4%

的 ARDS 患 者 需 要 进 行

机 械 通 气。 仅 60.2% 的

ARDS 患 者 被 临 床 诊 断

为 ARDS。当患者的临床

特 征 满 足 ARDS 的 诊 断

标准时，也仅有 34.0% 的

患者被临床医生诊断为

ARDS，这也意味着有很

大一部分患者的 ARDS 的

临床诊断和治疗被延迟。

因此，目前临床医生

对于 ARDS 的认识仍然存

在很大的不足，这也导致

了治疗不及时、不恰当及

患者预后较差。针对这些

问题亟需在临床中加强对	

ARDS	的认识并制定更好

的解决方案。

阿司匹林预防 ARDS

的Ⅱ b 期临床试验结果不

支持继续开展Ⅲ期临床试

验。在美国 16 家医院开展

的多中心、双盲、随机对

照试验对早期应用阿司匹

林预防 ARDS 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进行了评估，

结果表明，早期服用

阿司匹林不能减少研究第

7	d 时 ARDS 的发生，并且

在住院时间、研究后 28	d

及 1 年的生存率和血清中

ARDS 相关生物标志物均

与对照组没有显著性差异。

两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相

当。这一结果不支持继续

开展Ⅲ期临床试验。

呼 吸 支 持 是 呼 吸 危

重症患者非常重要的支持

治疗，但由于有创机械通

气 的 并 发 症 多， 病 死 率

高，因此其他呼吸支持策

略越来越多的受到学者的

关注。有研究比较了头盔

式和面罩式无创通气分别

对 ARDS 患 者 气 管 插 管

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头

盔式无创通气可明显降低

ARDS患者的气管插管率，

且 90	d 死亡率明显降低，

但由于这项研究为单中心

且纳入的病例数较少（83

例），因此该结果还需要

在多中心的更大样本中进

行验证。

此外，经鼻高流量吸

氧可以减少急性呼吸衰竭

患者再次插管的风险，另外

无论高风险还是低风险组

拔管后呼吸衰竭发生率应

用经鼻高流量吸氧后概率

均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也

较低。目前尚未有应用此方

法治疗 ARDS 的报道。

ARDS诊治现状不容乐观

阿司匹林预防ARDS试验结果揭晓

呼吸危重症患者的呼吸支持策略

消灭结核病是重中之重
▲	南京总医院		苏欣

苏欣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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