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

探 索， 并 参 照 了 国 际 学

会、协会的体系与布局，

我 们 将 CACP 的 宗 旨 确

定 为“ 推 动 职 业 发 展 与

加 强 行 业 管 理”， 相 应

地，CTS 的 宗 旨 为“ 推

动学术交流与促进专业提

升”。依照这样的格局，

CACP 与 CTS 将 形 成 呼

吸学科发展的“双翼”与

“双引擎”，共同推动我

国呼吸学科发展。

CACP 的宗旨“职业

发展与行业管理”需要具

体工作赋予其内涵。其中，

推动职业发展的核心是呼

吸医师执业能力的提升。

首先，在医疗方面，要提

升呼吸医师临床诊疗能力，

将医生“带回”床旁，强

化呼吸疾病规范化诊疗。

在教育方面，建立专科医

师规范化培训（专培）、

专科规范化进修（专修）、

单项规范化进修（单修）

相结合的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PCCM）专科医师培

训体系，其中 PCCM 专培

是教育工作重中之重，亦

是呼吸学科发展的“定局

之举”。

在研究方面，重在提

升呼吸医师的临床研究能

力，并加强学术道德与伦

理的教育培训。在疾病预

防方面，要提升呼吸疾病

在公众中与卫生界的认知

度，并加强控烟等呼吸疾

病预防重点工作。人文素

养决定医生的“厚度与高

度”，提升呼吸医师整体

人 文 素 养 将 是 CACP 重

点工作之一。基层呼吸疾

病防治是呼吸学科发展的

“定势之举”，CACP 将

与 CTS 携手推进我国基

层呼吸疾病防治工作。在

人才培养方面，CACP 将

致力于推动培养呼吸领域

技术、学术、学科带头人，

并重点关注青年呼吸医师

的职业发展。

CACP 未来将紧密结

合“ 职 业 发 展 与 行 业 管

理”开展各类型的国际交

流 活 动， 详 细 了 解 国 际

先进呼吸医师培养及职

业发展经验。CACP 还将

助力呼吸治疗师、呼吸康

复 师、 呼 吸 专 科 护 士 等

呼吸学科相关职业发展。

而在加强行业管理方面，

CACP 将 组 织 呼 吸 领 域

专家积极参与呼吸疾病

防治相关国家政策的制

定、解读和实施。同时，

CACP 还 将 着 力 培 养 一

批 熟 悉 医 疗 相 关 法 规、

善于科室管理与经济经

营的学科人才。

上述工作的开展需要

清晰的组织架构作为支持。

为 此，CACP 组 建 了 24

个工作委员会，各司其职

组织开展相关工作。部分

工作委员会下设工作组，

进一步细化分工。同时，

CACP 今年将正式规范年

会名称，为中国医师协会

呼吸医师分会年会 2017，

简称 CACP2017，年会主

题为“推动职业发展，加

强行业管理”。年会在形

式与内容上进行了重大革

新，紧密结合 CACP 宗旨

与重点工作，相信将翻开

CACP 年会的新篇章。

“ 中 国 医 师 协 会 呼

吸 医 师 分 会（CACP）

和 中 华 医 学 会 呼 吸 病 学

分 会（CTS） 如 何 共 同

发 展， 决 定 了 呼 吸 学 科

能 多 快 多 好 地 发 展， 决

定 了 呼 吸 专 科 医 师 如 何

更 好 地 承 担 呼 吸 疾 病 防

治 的 使 命， 共 同 推 动 事

业发展良好局面。”6 月

22 日， 在 中 国 医 师 协 会

呼 吸 医 师 分 会 年 会 2017

（CACP2017）开幕式上，

CACP 会长、中日医院王

辰院士说，中国医师协会

与 中 华 医 学 会 需 加 强 合

作， 比 翼 双 飞， 共 同 推

动 医 疗 事 业 快 速 发 展。

本次大会明确了中国医师

协会的职责，即推动职业

发展，加强行业管理，而

中华医学会的主要职责是

学术交流和专业提升。呼

吸学科是个大学科，正处

在迅速走向强学科的过程

中。它是一个勇于承担历

史责任和使命，一个勇于

应对国家呼吸疾病防控形

势的学科。

“本次年会规模进一

步扩大，必将汇聚呼吸医

师职业发展与行业管理的

新思路，必将产生呼吸医

师规范化培训新理念、新

举措，必将提高呼吸医师

临床技能及理论水平。”

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

出席开幕式致辞表示。

6 月 23 日 的 大 会 主

题 报 告 上， 中 国 疾 病 预

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维中

指出，慢性呼吸疾病是全

球当前严重的公共卫生问

题。 管 理 部 门、 专 业 人

员和社会对此类疾病的忽

视，导致了在研究、防控、

临床治疗和康复等的忽视

和资源分配不足。他提出

要加强宣传和科学普及，

建立呼吸系统疾病三级防

治体系等建议。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所长陈荣昌教授则从学科

带头人的角度提出建议，

他认为，学科带头人要认

清 学 科 的 任 务 和 发 展 方

向，按照各个医院实际情

况，逐步发展或高起点建

设。“推动呼吸危重症科

发展，学科带头人要有责

任感和主观能动性，争取

获得多方面的支持，通过

PCCM 培训体系，打造专

业队伍是关键，同时积极

拓展新技术，根据实际情

况完善管理体系，如保障

ICU 员工的待遇等。”

来 自 加 拿 大 萨 斯 喀

彻 温 大 学 呼 吸 与 重 症 监

护 与 睡 眠 医 学 系 Darcy 

Mashimoto 教授、日本群

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久

田刚志教授分别介绍了北

美 和 日 本 呼 吸 医 师 培 养

状 况； 英 国 伦 敦 帝 国 理

工学院呼吸病学系 Peter 

Barnes 教授、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健教授

和中日医院林江涛教授则

就临床诊治思维和哮喘治

疗做了精彩报告。

全 国 各 地 5000 余 名

参会者共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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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年会 2017 暨第十六届呼吸医师论坛在蓉城召开

呼吸学科正从大学科走向强学科
▲	医师报记者		陈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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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会宗旨：

推动职业发展与加强行业管理
	▲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会长			王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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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CHEST PCCM 培训项目 13 位 PCCM 专培医师毕业证书颁授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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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健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时悦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　强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孙铁英 北京医院

陈静瑜 无锡市人民医院

第十二届“中国优秀呼吸医师”获奖名单

苏　欣 解放军南京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周　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张晓菊 河南省人民医院

彭　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沈　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第三届“全国优秀中青年呼吸医师”获奖名单

梁永祥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人民医院

卢　晔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厦门第三医院

钱叶长 上海市宝山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赵红梅 新安县人民医院

胥振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

第五届“全国优秀基层呼吸医师”获奖名单

☆
颁
奖
典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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