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0 日， 上 海 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瞿

介明教授团队在《美国呼

吸与重症监护医学杂志》

在线发表题为《新冠肺炎

（COVID-19 ） 不 同 的

严重程度：一项多中心临

床研究》的文章。结果显

示，重症与危重症患者合

并症更多，年 龄 ≥ 75 岁

的高龄患者生存率显著低

于年轻患者。（AJRCCM，

4 月 10 日在线版）

该 研 究 收 集 了 2020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2

月 15 日收住于上海市公

共 卫 生 临 床 中 心、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金 银 潭 医 院 等

医 院， 经 酸 检 测 确 诊 的 

476 例新冠肺炎患者。研

究 系 统 比 较 了 不 同 严 重

程 度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患 者 的 临 床 表 现， 影 像

学 特 征， 重 要 检 验 指 标

变化特点及差异。

结果发现，与普通型

患者（37.8%）相比，更多

重 症（46.3%） 和 危 重 症

患 者（67.1%） 存 在 合 并

症。在普通型患者中使用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CEI）/ 血管紧张素Ⅱ

受体拮抗剂（ARB）的高血

压患者比例高于其他两组。

此外，危重症患者中

多肺叶累及和胸腔积液的

比例高于普通型患者。与

普通型患者比较，危重症

患者在入院 4 d 内接受抗

病毒治疗，抗生素和激素

治 疗 的 比 例 更 高。 年 龄

≥ 75 岁的高龄患者生存

率显著低于年轻患者。

研究认为，COVID-19

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各器官

功能障碍和免疫功能受损

更 严 重。 合 并 高 血 压 的

普通型患者中使用 ACEI/

ARB 比例高于重症及危重

症组。多肺叶浸润及胸腔

积液与疾病进展有关。此

外，高龄（≥ 75 岁）是造

成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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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场 突 如 其 来 的 疫

情，对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

验。在人员素质、科室管

理、科研能力等方面全面

检验了我们应对这场重大

疫情的能力。

对人员素质、诊治疑难
危重症患者能力的考验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是一个与疑难和危重症打

交道的科室，知识面要广，

抢救危重患者的能力要

强。平时下很多功夫，打

下良好的基础，关键时刻

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

们最早发现了不明原因肺

炎的苗头，第一时间上报

并对患者进行排查隔离。

采取这样的措施，同济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无

一例医务人员感染。

本次新冠肺炎主要累

及肺部。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的医护人员在诊治肺

部疾病方面有独特优势，

可通过患者的临床表现、

胸部影像学以及核酸检

测，对其作出诊断和判断。

我们阅片的能力较强，在

鉴别诊断及病情严重程度

判断上是强项。在使用有

创呼吸机、无创呼吸机以

及有关药物的应用，特别

是护理方面，可能更胜一

筹。在目前人员不足的情

况下，我们和很多学科组

成团队，其中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起主

要决定作用。这一点，我

们应该担得起这个职责。

对科室设施、规模的考验

本次新冠肺炎发病人

数多、患者病情重，在规

模上前所未有，对我们提

出了严峻的考验。没有良

好的设施、充足的人员储

备，很难应对这场危机。

在 这 场 战 役 中， 我 们 有

40 名 医 生 及 100 多 名 护

理人员战斗在第一线。50

台有创和无创呼吸机、数

十 台 监 护 仪，ECMO 等

设备在这场新冠肺炎的救

治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对管理能力的考验

面对突发疫情及高危

工作，调动人员积极性和

献身精神，主动参与抗疫

战斗尤为重要。科主任、

党员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

用。通过制度建设，人员

管理规范有序，合理安排

作息，防范医护人员因过

度疲劳出现感染。规范医

疗质量管理，进行定期业

务培训，现场指导，在人

员紧急的情况下，实行三

级管理制度，提高诊疗水

平，降低病死率，使大量

的危重患者得到救治。

对科研能力的考验

我们及时启动科研工

作，与国家医疗队人员总

结新冠肺炎疾病特点，并

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

使人们认识了疾病的特

点，为防控提出了依据。

目前在研项目有 6 项，希

望通过这些研究，提供有

效的诊治措施。

为了提高诊治效率，

我们深入一线，抢救了大

量的危重患者。通过第一

手临床资料，制定了《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

指南》，参与了国家卫健

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

疗方案》前四版的修定，

对全国的诊治工作提出建

议。还提出激素在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中的地位及无

创呼吸机的应用价值，为

提高救治成功率作出了贡

献。同时，也建立了信息

管理系统，对出院新冠肺

炎患者进行回访。

通过对这场新冠肺炎

疫情的战斗，使我们认识

到 PCCM 规范化建设的重

要性，也发现了很多不足

之处，需要在今后的建设

中全面提升和加强，以应

对今后新的危机事件。

瞿介明教授团队在 AJRCCM 杂志发表 COVID-19 重要发现

重型患者免疫功能受损更重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黄玲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新冠疫情带来四大考验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赵建平

2020 新年伊始，全国打响抗击新冠疫情战

“疫”。本次抗疫中，以钟南山院士、王辰院士为

表率的全国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PCCM）医务人

员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彰显呼吸人

在抗击新冠疫情战“疫”中的贡献，中华医学会呼

吸病学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在《医师

报》融媒体平台，联合开设“呼吸之声”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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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之声②

新书推荐

己亥末庚子初，COVID-19 疫情肆

虐。在疫情早期，COVID-19 的流行病

学特点、临床救治方案和医护人员防护

等方面的信息纷乱芜杂。

为此，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发起系列讲

座，动态跟踪收集一线医护人员关注的

问题，组织专家进行讲座和答疑。讲座

共汇集了王辰院士领衔的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领域及其他专业领域的众多专家，

为国内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为了总结已有防控经验，本书以问答

形式呈现系列讲座中的精华内容，以期能

为广大医务工作人员和读者提供借鉴。

《新冠肺炎防治精要》出版
汇聚呼吸领域顶尖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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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搭载着中日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的航班降落在首都机场，
平安抵京。图为王辰院士（第一排右一）、曹彬副院长（第二排）、詹庆元教
授（第一排右二）与援鄂队员一起走下舷梯。 摄影 / 中国日报徐京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