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 常 常 自 问， 对 于 中 国

常见病、多发病，我们能做些什

么？”1 月 11 日，在北京召开的

支气管扩张症临床诊治与研究联

盟（简称支扩联盟）成立大会上，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

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院长瞿介明教授说，对于

支扩研究和临床诊疗，应该拿出

中国数据、总结中国经验、提出

中国方案。

支气管扩张症（简称支扩）

是呼吸系统常见的慢性病，然而国

内对支扩的关注度远不及其他慢

性气道疾病，如慢阻肺、哮喘。目

前国内尚未形成规范的支扩诊治

指南，相关的循证医学证据也相对

匮乏，迫切需要支扩大数据支持。

为了解国内支扩的现状、启

动针对支扩的多中心临床研究搭

好平台，推动国内支扩的诊治进

步，在钟南山院士、王辰院士的

支持下，在瞿介明主任委员和陈

荣昌教授的带领下，学术界联合

成立支扩联盟。

做出中国特色   走在世界前列

联盟名誉主席为广州呼吸健

康研究院钟南山院士和王辰院士。

王辰院士指出，支扩是呼吸系统

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成立支扩联

盟非常重要。在支扩研究方面仍

需进一步加强。“对于这种国内

外研究相对较少，且与临床诊疗

密切相关的常见病，如果能做出

中国特色是非常值得推进的工作。

我期望，也相信我国能在支扩研究

领域走在世界前列，推动中国乃至

全世界的支扩研究与临床实践。”

联动多方资源   唱响中国声音

联盟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瞿介明教

授表示，支扩联盟向全国医院开

放，目前首批联盟单位是在前期

临床研究的基础上招募的，以长

三角和广东地区为主，后续将逐

步扩大至全国。他希望支扩联盟

共同努力推进支扩研究，加快更

新支扩专家共识和相关学术著作，

做出中国成绩，传播中国故事，

唱响中国声音！

联盟主席、深圳市人民医院

陈荣昌教授表示，我国有临床研究

中心、专科医师和大量患者人群，

如果能将这些资源真正联动起来，

可以大力推进许多工作的开展。

相信支扩联盟能够实现既定目标，

造福广大支扩患者。

联盟副主席、上海市肺科医

院徐金富教授介绍了联盟成立背

景和未来工作计划。成立仪式后，

在联盟副主席、广州呼吸健康研

究院关伟杰教授和宋元林教授的

主持下，联盟秘书、上海市肺科

医院陆海雯副主任医师介绍了支

扩注册登记在线平台建设情况、

支扩网站和 App。

最后，联盟主席瞿介明教授

总结道：在王辰院士和钟南山院士

的带领下，呼吸病学取得了相当

大的进展，但纵观整个肺脏器官，

依旧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值得

各方学者的踊跃探索，而支扩联

盟的成立可以说是支扩研究必不

可少的也是必然的一步。瞿教授

期望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吸收更

多联盟成员，为推进支扩研究而

携手并肩，共同努力！

支气管扩张症临床诊治与研究联盟在京成立

集全国学术力量
提升支扩诊疗能力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陈惠  蔡增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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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呼吸学科做强   人民的健康才有保障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黄玲玲 陈惠  

第二届中国呼吸学科发展大会在京召开

大方略已定，如何逐项分解，

列好时间表与路线图，做到严格

的执行与落实是目前呼吸学界应

该重点考虑的问题。有人（医生）、

有地儿（科室）、有物（专科联

合体），才能真正盖好“健康”

这所房子。王院士指出，中国医

学最缺的两个字是“规范”。规

范应从教育上抓起，从专业的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开始，所以作

为三驾马车中第一驾，在人才培

养上，专培是定局之举。专修则

是专培的重要补充与过渡，单修

同样至关重要。

第二驾马车正在扬鞭奋蹄。

“目前更重要的是做好 PCCM

科室规范化培训项目”，王院士

强调。自 PCCM 科室规范化培

训项目开启以来，已经卓有成效。

据悉，PCCM 科室规范化建设工

作自 2018 年 6 月 1 日启动以来，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共 认

定 1071 家，已覆盖 30 个省市自

治区。前路漫漫，任重道远。尽

管成效可喜，但仍有太多问题需

要解决，如认定单位总数较少，

分布分散；在各省尚未形成规模

效应等。另外加强基层呼吸疾病

防治能力建设可谓呼吸学科发展

的“定势之举”。

目前，我国医疗资源面临

着四大问题。医疗资源量不足，

优质医疗资源更为缺乏；医疗资

源碎片化，缺乏科学体系和合理

结构；医疗资源不均衡，各地区

差异大；医生水平非同质，不同

级别医疗机构医生水平差异大。

因应于我国医疗资源这四大突出

特点，第三驾马车——呼吸专科

联合体的建设势在必行。呼吸专

科联合体建设的定位为资源统筹

体，发展协同体以及利益共同体，

促进医教研协同推进，它并不仅

限于医疗范围内。

而信息化建设则是呼吸专科

联合体的核心，王院士介绍，“我

们必须创建一个最厚道、最公益、

真正能为大家做好服务的公用信息

平台”。使得整个行业形成一种新

业态，不仅连接到人，也能实现物

联网的作用，医务人员、患者、药

物、科室等均可从中获取自己所需

的内容。该平台就是一种新的生产

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必然可焕发出

无穷的、新的生产力。

2020年是国家实现小康之年，

是十二轮回之肇始年，更是十三五

转入十四五的关键时期。在 21 世

纪第三个十年之起始年，呼吸学科

要做的就是能在小康之年，给予呼

吸健康一个圆满的诠释，打铁还需

自身硬，这些都需要呼吸学科从大

学科成功迈入强学科，让更多人享

受到“幸福”的呼吸。

疼痛面前有英雄，憋

气面前无意志。“世界上

对人类构成威胁的最大因

素是什么？不是饥谨，不

是战争，而是瘟疫，瘟疫

里真正拦不住的是呼吸道

传 染 疾 病。”1 月 11 日，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

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院校长王辰院士在第二

届中国呼吸学科发展大会

上接受《医师报》记者专

访时说道。

近年来，在呼吸学界

的共同努力下，呼吸学科

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无论是在技术发展、学科

发展，还是行业发展上，

呼吸学科作为一个国家所

倚重的、百姓健康所倚赖

的重要学科，正在越来越

坚实地承担着学科应有的

使命。

目 前 我 国 呼 吸 学 科 发 展

正处于第三个历史阶段——现

代呼吸病学阶段：各领域在全

面 开 展 工 作， 呼 吸 与 危 重 症

（PCCM）专科格局已然形成。

然而目前呼吸疾病仍是我国整

体疾病防治的“短板”，甚至

是“底板”。

如何实现我国呼吸学科向强

学科的历史性跨越？求木之长，

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必浚其

源泉。人才培养是呼吸学科发展

的根本之所在，PCCM 科室规范

化建设更应成为重中之重，这也

是中国呼吸学界参与世界、影响

世界的一项重大措施。

今 年 大 会 的 主 题 是“ 以

PCCM 科室规范化建设促进呼吸

学科发展。”三驾马车即人的培

养、科室建设与行业发展。细化

之，人的培养即开展专培、专修、

单休相结合的 PCCM 专科医师

培训工作；大力推进科室建设的

PCCM 科室规范化培训项目；促

进行业协同发展的中国呼吸专科

联合体建设。

呼吸疾病仍是整体疾病防治“短板”

重在执行  成在落实

王辰   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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