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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东方呼吸病学术会议召开

提升基层防治能力  构筑全方位呼吸病防控体系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

者	陈惠 蔡增蕊）“要将我

国呼吸病防控水平提升到

新高度，必须提高基层地

区的防治能力，这样才能

编织一张呼吸病防控网络。

这是学会未来工作的重要

内容之一。”李强教授表示。

4 月 23~25 日， 第 五

届东方呼吸病学术会议（简

称“东方呼吸会”）召开。

本届大会以“着力提升基

层呼吸病防治能力，构筑

全方位呼吸病防控体系”

为主题，通过线上 + 线下

的形式，全方位、多维度

地探讨了呼吸与危重病领

域的前沿进展，并设立肺

癌、感染、哮喘、慢阻肺、

睡眠、呼吸危重症、青年

论坛等多个专题论坛，交

流最新医疗成果，为学科

发展献计献策。

大会由上海市医学会、

上海市医学会呼吸病学专

科分会主办。上海市医学

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谭

鸣出席开幕式，上海市医

学会呼吸病学专科分会候

任主委宋元林主持开幕式。

大会主席、上海市医

学会呼吸病学专科分会主

任委员李强教授表示，经

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

洗礼，呼吸学科的发展更

加壮大，同时也有许多经

验与教训需要分享和总结。

过去的一年里，一方面，

临床研究领域取得长足进

步，推动了呼吸学科的发

展；另一方面，基层联盟

在 呼 吸 与 危 重 症 医 学 科

（PCCM）规范化建设中

开展了艰辛而卓越的工作，

为织就一张呼吸病防控网

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主任委员瞿介明教授

指出，上海呼吸同仁精诚

团结，具有非凡的战斗力，

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三级

防控体系构建、PCCM 体

系建设、临床研究及新技

术开展等方面走在全国前

列，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引

领作用。展望未来，仍需

提高在呼吸病防治方面存

在的短板，譬如呼吸与危

重症诊治能力、呼吸学科

能级建设、呼吸防控体系

建设等。上海呼吸同仁应

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引领

我国在呼吸系统疾病防、

诊、治、康方面的进步。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医学会会长、上海

市医师协会会长徐建光教

授发来了致辞视频。他表

示，东方呼吸病学术会议

创造了全国呼吸会议的新

模式，也为办各类医学会

议起到了“示范作用”。

前四届的成功举办显著提

升了上海呼吸病年会的学

术水平，强化了上海呼吸

学界在全国的学术地位，

为业界贡献了优质的学术

盛宴。2020 年抗击新冠疫

情的战斗中，“呼吸人”

是了不起的，上海的“呼

吸人”更坚不可摧！希望

能继续发展及壮大上海基

层呼吸疾病医疗体系，服

务于更多人民群众。

李强 教授瞿介明 教授徐建光 教授 宋元林 教授

大会主席专访

李强：让学科后继有人  是我们的使命

建设呼吸病防诊治康体系
《医师报》：今年东

方呼吸会主题侧重基层呼

吸病防控方面，是基于怎

样的考虑？

李 强 教 授： 国 务 院

《“ 健 康 中 国 2030” 规

划纲要》，提出了健康中

国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加

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

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动员全社会落实预防为主

方针，实施健康中国行动，

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围绕

这一大战略目标，我们各

行各业各学科也要重新定

位工作重点。		

同 时， 新 冠 疫 情 让

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临

床医生也要转变观念和角

色，把传统的只是关注急

性发作期的诊治工作，逐

步扩展到从疾病的预防、

控制、诊断、治疗和康复

这种大的呼吸病防控体系

建设中。这也是作为呼吸

专科医师的我们，践行“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的具体行动。

2020 年 9 月， 第 四

届东方呼吸病学术会议结

束后，上海呼吸学界同仁，

包括上海基层呼吸联盟等

各单位，就开始全力推进

关于提升基层呼吸疾病防

治能力方面的工作。

迄 今， 累 计 2000 多

人次专家下基层、下社区 ,

通过宣教、讲座等方式开

展肺功能、无创机械通气、

慢性呼吸病防控知识培

训，其目的都是为了提升

基层医师在呼吸病防治，

承接好包括传染病防控、

慢病管理、康复等工作，

为构建呼吸病全方位防控

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因 此， 今 年 第 五 届

东方呼吸病学术会议上，

我们提出会议主题是“着

力提升基层呼吸病防治能

力，构筑全方位的呼吸病

防控体系”。

在呼吸基层联盟分

论坛上，我们邀请了全

国范围内，在基层呼吸

学科规范化建设方面较

好，呼吸病防治能力以

及技术水平较高的同行，

进行经验分享。同时，

也邀请上海呼吸同行分

享做得比较好的经验，

从而提升全国基层呼吸

病防治能力和水平。

此外，围绕国家提出

的“长三角一体化”战略，

特邀上海之外的江苏、浙

江、安徽等地区的专家赴

会交流，希望整个区域的

呼吸病防控水平能够真正

实现同质化发展。

代表行业发展规律
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 医 师 报》： 第 五

届东方呼吸会与前四届相

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李 强 教 授： 从 形 式

上更专业了，呼吸领域

各专业方向都设置了分

论坛进行讨论，整体上

东方呼吸病学术会议已

经成为长三角地区乃至

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品

牌会议；从规模上，会

议人数最多的时候接近

2000 多人次注册；从内

容上，我们每年根据分

会的工作，设定一个主

题进行讨论，这些主题

能够代表行业发展的规

律，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我们最初设定的目

标是要将会议办成全国

性，乃至国际化的品牌

学术会议。这两年因为

疫情的影响，国外的嘉

宾无法到现场，疫情结

束后，我们还是要立足

最初的目标，积极开展

国际化交流，这是我们

努力的方向之一。

让学会充满生机与希望
《医师报》：作为上

海市医学会呼吸病学专科

分会主委，您认为分会未

来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有

哪些？

李强教授：新老交替

是任何一个行业，任何

一个单位，任何一个国

家和民族都不可回避的

问题。每年东方呼吸会

都会邀请老专家，如黄

绍光教授、李惠萍教授、

万欢英教授等与大家一

起进行学术交流探讨，

目的是希望在行业内部

形成老中青代代传承的

有序局面，让好“基因”、

好做法、好思想能够薪

火相传。

同 时， 分 会 非 常 重

要的职责和功能是吸引、

发现和培养优秀的年轻医

师，让学科能够真正做到

后继有人，这是我们每一

届分会领导班子和骨干的

使命所在。

如果说一个学会没有

后继的优秀人才来补充，

这个行业或者学会就会出

现危机。相反，如果我们

在 30 岁、40 岁、50 岁每

个年龄段都有非常多的出

色的学者和临床医生，这

个学会一定会充满生机、

充满希望。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陈惠）五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以精熟一门技艺；五年，对

于一个组织来说，可以建成一个规范的体系；五年，对于东方呼吸病学术会议，意味着什么？

4 月 23 日，在东方呼吸病学术会议（简称“东方呼吸会”）期间，《医师报》记者采

访了大会主席李强教授，请他回顾东方呼吸会五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并就呼吸学科的建设分

享经验与思考。

扫
一
扫

关
联
阅
读
全
文

扫
一
扫

关
联
阅
读
全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