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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报讯（记者 陈惠）

6 月 21 日晚，中国医师协

会呼吸医师分会年会 2018 

暨第十七届中国呼吸医师

论坛在贵阳开幕。本届年会

主题为“推行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的规范化建设”。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

雁灵表示，近年来，呼吸

医师分会取得了很多重要

的成绩，非常值得总会加

以总结和推广。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

医师分会和中华医学会呼

吸病学分会两大协 / 学会合

作，推动人才建设、学术与

科研的发展。”中国医师协

会会长张雁灵表示，希望呼

吸医师分会将年会办成国

内品牌的基础上，能向国

际品牌迈进。在今后的工

作中，着重抓好以下工作：

牢记自身定位，加强

组织建设，把分会办成全

国呼吸医师之家，积极发

展会员，为会员做好服务。

分会要着眼于全国呼吸医

师的职业发展与行业管理，

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规范化

培训，以提高呼吸医师的

医疗技能和服务水平，促

进中国呼吸学科的建设和

发展。抓好住培、专培，

做好医师培训工作的表率。

整合更多力量，倾听

行业声音，更要与兄弟协 

/ 学会以及国外相关组织

加强交流与合作。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 2018 年会在贵阳召开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规范化建设正当时

以PCCM科室规范化建设引领呼吸学科同质化发展壮大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王辰

老矛盾：呼吸学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非同质问题突出

新办法：以规范化建设破解科室同质化发展难题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和生产力发展的

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

盾。在呼吸病的防治领域

也是如此，同样面临着防

治呼吸疾病、呼吸病患者

对健康的紧迫需求和呼吸

学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

的医疗资源存在以下突出

问题：量不足，碎片化，

不均衡，非同质。非同质

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由于

长期没有建立起规范的毕

业后教育制度，包括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和专

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制度，

造成医生，进而科室、医

院之间的水平参差，医疗

能力、质量、水平难以保证，

学科发展水平差别巨大。

呼吸疾病对人民健康

造成严重危害，死亡率居

前 5 位的疾病中呼吸病即

占 3 个。无论是慢阻肺、

哮喘、肺炎、流感，还是

肺癌、肺心病、尘肺、肺

结核，都是呼吸专科医生

面临的重大防治问题。呼

吸学科是一个大学科，承

担着重要使命。呼吸学科

在思想、行动上要统一，

体系和能力建设是当务之

急，科室建设、管理和人

员队伍方面亟须加强。

呼 吸 学 科 要 想 更 好

更快更强地科学发展，有

三项当务之事：一是要高

度重视专科人才培养，吸

引优秀人才从事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PCCM）专

科，做好内科住院医师、

PCCM 专科医师规范化培

训，建立专修、单修体系，

构建素质优良的学科队

伍；二是需要推进 PCCM

科室的规范化建设，从建

制、业务、设施、人员、

管理、文化等方面达到规

范和较高水平；三是通过

全国呼吸专科医联体建

设，从医疗（包括会诊和

远程会诊、双向转诊、医

疗质控）、教育培训、临

床研究三个方面整合资

源，构建体系，照护患者，

发展学科。第一和第三项

近二年已经递次开展，正

在继续推进，第二项成为

呼吸界今年的重点工作。

PCCM 科 规 范 化 建

设的核心内容涵盖科室

部门建制、业务建制、人

员建制、设施建制、管理

建制及文化建设六个方

面， 制 订 了 相 应 的 量 化

审 评 细 则 及 评 分。 目 前

已在进行的 PCCM 专科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专 科

医师规范化进修、专科医

师单项规范化进修工作，

针对的是人的培养。呼吸

界率先开始的全国专科

医联体建设旨在推动资

源 整 合， 构 建 新 的 行 业

体 系 和 规 则。PCCM 科

室规范化建设则针对的

是规范化科室平台打造，

提高我国呼吸学科的整

体规范化、同质化水平。

期望 PCCM 科室规范化

建设项目能够富于实效

地就推动我国现代呼吸

学 科 的 发 展， 以 应 对 呼

吸疾病防治的严峻形势，

承担起学科的历史责任。

新力量：
行业管理日愈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

新经验：带动更多学科发展

现代社会管理往往通

过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

政府依法执政；二是行业

自身管理；三是社会道德

引导和约束。基于我国的

历史情况，政府在社会管

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

在未来的社会发展和管理

中，行业和道德的作用会

越来越大，这是现代社会

的重要特点。此次 PCCM

科室规范化建设项目就是

由呼吸界的四大行业组织：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

会、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全国呼吸专科医联

体、国家呼吸医疗质控中

心共同发起和实施的。行

业中蕴含着巨大的潜力，

一旦加以动员和科学引导，

将焕发出推动行业和社会

发展的巨大能量。

2016 年底，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专科首批入选国

家专培制度试点专科，标

志着这一体现国际呼吸学

科发展格局的 PCCM 专科

的建设和发展已成为国家

意志，意义重大。除专培

外，无论是已进行的呼吸

专科医联体建设，还是刚

刚启动的 PCCM 科规范化

建设项目，都是针对我国

现实情况，有效地整合资

源、优化存量、构建体系、

照护患者、发展学科的强

有力手段，必将对呼吸学

科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以

专科医师规范化培养、科

室规范化建设、专科医联

体建设三大举措推动学科

发展的模式若加以推广，

对国家各医学专科的建设

都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呼吸学科将为国家做出先

期探索，取得宝贵经验。

中国社会目前主要的矛盾是人民对美好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同样适用于卫生和呼吸疾

病防治事业：呼吸疾病防治、呼吸病患者对健康的紧迫需要和呼吸学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存在突出矛盾。针对这一严重问题，

呼吸学界采取了三方面措施加以应对：一是以专培、专修、单修进行人的培养；二是以 PCCM 科室规范化建设促进科室建设；三是

以全国专科医联体推动行业发展进步。今年新推出的重点工作就是以科室规范化建设引领呼吸学科同质化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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