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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年会在济南召开

融合与创新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健康是促进人类

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

寿，是国家富强、民族

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

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

望。”在中国医师协会

中西医结合分会呼吸病

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会

年会上，专委会主任委

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

苑医院呼吸科苗青教授

在开幕致辞中强调，由

于工业化、城镇化、人

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

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

化等，患有呼吸系统疾

病的群众人数增多，给

中西医结合呼吸病学在

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带

来一系列新的挑战，也

为中西医结合呼吸病学

的发展迎来了机遇。

学科需要融合与创新

苗青教授指出，中

西医结合呼吸病学是发

展中的学科，许多疾病

还不了解，为进一步提

高防治呼吸系疾病水平，

需要临床与基础、边缘

学科的密切协作，在呼

吸疾病领域中去不断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取得更大成绩，

救治更多病人。

呼吸系疾病除感染、

慢阻肺、肺癌三大类常

见病外，对弥漫性肺间

质疾病日趋重视，180 余

种肺间质疾病中，约占

64％的病因不清，其发

病机制和防治还有待深

入研究。这是中西医结

合呼吸病学今后发展的

重要方向。

苗青教授分析了学

会今后的工作重点及学

会所做的工作，并肯定

了呼吸病专业委员会成

立以来所取得成绩。他

指出，在专委会常委会

的领导支持努力下，专

委会为国内外中西医结

合呼吸病学者搭建了良

好的学术交流平台，推

进了中西医结合呼吸病

学事业的进步，为中西

医结合呼吸病学的发展

引入了国际先进的新理

念、新技术和新方法。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了“共建共享、全民健康”

的指导方针，为了响应国

家号召，中西医结合呼吸

病学的专家们在行动。

苗青教授认为，这

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

主题。核心是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坚持以基层

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

动力，预防为主，中西

医并重，中西医结合呼

吸病学会需要把呼吸健

康融入人民共建共享的

卫生与健康工作中去。

针对人民呼吸相关

的生活行为方式、生产

生活环境以及医疗卫生

服务等健康影响因素，

中西医结合呼吸病学工

作者要向患者推荐教育

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

呼吸疾病发生，强化呼

吸疾病的早诊断、早治

疗、早康复，实现全民

健康。

此次会议带来了一

场学术饕餮，极大的推动

呼吸病学领域中西医结

合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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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支气管扩张  宣肺与补肾并举
苗青教授介绍，支气

管扩张症（支扩）要重视

病因，提高支扩的治疗和

管理水平；健脾扶正，重

视定植细菌的长期管理；

润肺化痰，改善气道黏液

高分泌状态；宣肺平喘，

改善气流受限。

重视病因诊断

支扩并非一种独立的

疾病，直接或间接影响支

气管壁防御功能的疾病均

可导致支扩的发生。但了

解支扩的前世今生、仔细

查找其病因，进行针对性

的治疗和管理，尤其对于

特殊原因导致的支扩具有

重要的意义。故提高重视

程度和病因诊断水平，并

将支扩做为慢性疾病进行

长期管理，将有利于支扩

的控制。

约 60%~80% 稳 定 期

支扩患者气道内有潜在病

原微生物定植，而气道定

植菌中以铜绿假单胞菌最

常见，目前普遍认为以铜

绿假单胞菌为主的革兰阴

性杆菌是造成支扩急性加

重的主要病原，而提高其

免疫功能、改善其身体状

态，是减少疾病发作的重

要方法。

补脾清肺法                  
治疗支扩稳定期

支 扩 患 者 常 伴 有 消

瘦、乏力、肌肉功能损害，

部分患者存在低体重，这

与中医脾虚证相类；笔者

曾对 90 例稳定期支扩患

者的证候进行调查，发现

中医辨证为肺脾两虚证者

高达 47%，故笔者从“火

与元气不两立”理论出发，

提出以补脾清肺法治疗支

扩稳定期患者，从补脾、

清肺两个方面治疗支扩，

而重在提高人体正气，抵

抗致病邪气。

千金苇茎汤 + 麦门冬汤  

用于支扩痰粘难咯

改善黏液高分泌是支

扩患者长期治疗的重要环

节，化痰是中医药的长处

及优势，千金苇茎汤是中

医治疗肺痈的代表方剂、

也是支扩最为常用的清肺

化痰方药。

临 床 常 将 千 金 苇 茎

汤用于治疗痰热蕴肺型支

扩，其能够促使痰液排出，

有利于控制感染，被历代

医家推崇。

麦门冬汤是治疗气津

两伤，津不上承所致的咽

喉干燥不利、咳痰不爽的

经典方剂。

在临床中观察到，处

于 气 道 黏 液 高 分 泌 状 态

的支扩患者，常有咳痰不

爽、 口 燥 咽 干、 咯 痰 无

力等表现，即气阴两虚 -

痰热蕴肺证型最为常见，

将 千 金 苇 茎 汤 与 麦 门 冬

汤 合 方 具 有 润 肺 化 痰、

益 气 养 阴 的 功 效， 笔 者

在 临 床 上 用 于 支 扩 痰 粘

难 咯， 尤 其 CT 影 像 表

现为黏液栓塞、树芽征

者有良效。

宣肺别忘补肾

33% 的稳定期支扩表

现为重度气流受限。对于

明显气短、呼吸困难等症，

应该推荐常规使用支气管

扩张剂及激素类药物，中

医认为“肺为气之主，肾

为气之根”，肺气不宣、

肾不纳气，则表现为气短、

动则加重。

在既往的临床和研究

中，多将支扩归于中医“肺

痈”范畴，过多重视了清

热解毒排脓，而畏用温补

方法，但支扩患者久咳痰

喘在化痰基础上应注重宣

肺气、纳肾气。临床上可

根据肾阴或肾阳偏虚，采

用肾气丸、参蛤散、六味

地黄丸、阳和汤、小青龙

汤等治疗。   

支气管扩张症防治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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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应 提 高 对

该病的关注度，积

极寻找病因，针对

病因，通过长期慢

病管理以提升该病

的治疗和控制水平；

第 三， 针 对 支

扩患者的黏液高分

泌 状 态， 发 挥 中 医

化痰的特色和优势，

改善患者的症状和

预后；

其次，应对支扩

的耐药菌定植问题加

以重视，通过健脾清

肺法改善患者的机体

状态，提高免疫功能，

减少疾病的反复发作

和急性加重；

第 四， 跳 出 传

统“肺痈”的概念束

缚，应用宣肺止咳、

纳气平喘等方法治疗

伴有气流受限的支扩

患者。 

苗青  教授

大会开幕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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