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过敏诊疗中心主任  程雷

过敏性疾病患者的“解梦人”

“我与过敏性疾病研

究结缘，始于一次机缘巧

合。”程雷回忆，20 世纪

80 年代初，改革春风带来

了科学的春天，教学、科研

工作受到空前重视。受北京

协和医院成立变态反应科

的启发，江苏省人民医院耳

鼻咽喉科、呼吸科、皮肤科、

儿科的前辈们开始开展变

态反应学专业基础研究和

临床诊疗工作，并逐渐在江

苏省乃至长三角、华东地区

奠定了一定影响力，苏南、

苏北地区及周边省份患者

纷纷慕名而来。

1987 年，程雷毕业于

南京医科大学并留校工作。

彼时，我国医学界尘封已

久的对外交流之门正徐徐

打开，在住院医师阶段，

程雷除努力学习临床思维、

磨练基本功外，也利用业

余时间学习第二外语——

日语。

幸福总会去敲有准备

之人的房门。1991年 5月，

时任江苏省人民医院耳鼻

咽喉科主任殷明德教授在

国际会议上结识的一位日

本专家来院访问，接待的

任务自然落在了程雷的肩

上。多年后，回想彼时情景，

他仍感慨：“那次与日本

学者的交流，改变了我的

命运。”

程雷回忆，当时，日

本专家偶然间问及中国过

敏性疾病发病率情况，他

如实回答：临床上，过敏

性疾病患者的确在逐渐增

多，但具体的流行病学数

据我们还拿不出来。不曾

想，日本专家一下子来了

兴致，他对程雷说，在过

敏性疾病领域，日本正在

走西方国家的老路，而中

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关键

期，可以预见，在社会经

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

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共

同影响下，中国过敏性

疾病的发病率也将逐渐增

加。他还谈到，希望与江

苏省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

深入合作，聚焦中日两国

儿童青少年过敏性鼻炎及

相关过敏性疾病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以期对两国过

敏性疾病的防治提供科学

依据。

在随后几天的访问中，

中日双方一拍即合，随即

开始对儿童青少年过敏性

鼻炎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并在过敏性皮肤疾病、食

物过敏、寄生虫感染与过

敏性疾病的相关性等领域

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同年

9 月，程雷通过层层考试

选拔，获得了江苏省人民

政府派往日本大阪研修的

名额——在那个充满机遇

与变革的年代，对外交流

打开了临床、科研工作的

新局面，我国变态反应学

科取得了长足发展。

时 光 荏 苒， 改 革 大

潮使我国日益强盛 , 在世

界舞台上占据了举足轻重

的地位。诚如当年日本专

家预言，我国过敏性疾病

发病率呈持续上升趋势，

仅过敏性鼻炎患病率就达

17.6%。过敏从一种“小众

疾病”“飞入寻常百姓家”。

“过敏性疾病与遗传

及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但

在短短二三十年间，国人

基因发生重大遗传学变异

可能性不大，因此，症结

恐怕要归结为环境因素的

改变。”程雷表示，近年来，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日益加速，环境污染和生

活方式的改变严重影响着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发展。

他谈到，国际上有一个知

名的“卫生假说 (Hygiene 

Hypothesis)”，其核心观

点认为：儿童早期接触到

的细菌等病原微生物越少，

日后罹患过敏性疾病的机

会越大。“近年来，我国

卫生条件改善显著，感染

性疾病发病率已控制在较

低水平，按照‘卫生假说’

理论，过敏性疾病发病率

也逐年攀升，并达到较高

水平。”

为对过敏性疾病进行

深入研究，2001 年，程雷

公派赴日本京都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就花粉过敏的

流行病学和分子遗传学课

题展开研究。他的论文“日

本杉花粉症的环境和遗传

因素研究”获 2005 年日本

花粉学会科技成果奖，这

是中国学者首次以第一完

成人获此国际奖项，有力

推动了过敏性鼻炎的免疫

遗传和环境生态研究，引

起学界和社会关注。

学成归国后，程雷继

续从事过敏性疾病基础及

临床研究工作。当时，在

知名变态反应学专家、教

育部“长江学者”何韶衡

教授的带领下，江苏省人

民医院变态反应学科基础

与临床研究更加紧密地结

合在一起，并将风湿免疫

专业纳入变态反应和临床

免疫学研究，更专门成立

了过敏与自身免疫性疾病

研究所，设立过敏门诊，

并于 2019 年正式升级为过

敏诊疗中心，更好地为患

者服务。

从现代免疫学的观点

看，变态反应是一种不正

常的免疫应答。目前，医

生已能通过过敏原特异性

免疫治疗对过敏性鼻炎、

哮喘和特应性皮炎患者进

行对因治疗，并达到控制

症状甚至完全缓解的效果。

程雷表示，针对过敏性疾

病两大致病因素，未来，

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

分子遗传学研究，另一方

面要从环境入手，通过长

期随访和流行病学调查，

摸清导致过敏的“元凶”，

并将分子诊断、精准医学

的先进理念运用到检测试

剂和新药研发中，为中国

过敏性疾病患者提供更高

水准的诊疗服务。

“过敏性疾病综合

管理需要正确地认识过

敏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并

制定科学的防治策略，

树立防重于治的观念。”

程雷表示，要做到有效

预防，就要对患者进行

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帮助患者树立科学防治

观。“让患者充分认识

到 过 敏 性 疾 病 的 特 点、

发病规律，不仅对于预

防 疾 病 能 起 到 更 好 的

作用，同时还能进一步

提高治疗依从性，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程雷介绍，在中华

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

的领导下，全国同道因

地制宜，结合一年一度

的“世界过敏周”“中

国过敏防治周”等主题

宣传活动，开展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科普教育工

作。但他也看到，我国

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各地医疗卫生发展并不

平衡，将科普宣教和规

范化诊疗理念进一步下

沉至县级医院，甚至社

区医院，是提高过敏性

疾病全国综合诊疗水平

的关键。作为中华医学

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候任

主委，程雷希望广大同

道能够在坚持对外交流、

协作的同时，将科学研

究、临床诊疗与科普工

作有机结合起来，打造

过敏性疾病的综合防治

新体系。

2021 年 4 月，作为

中国过敏关爱行动系列

活动之一，江苏省人民

医院过敏关爱中心正式

揭牌，旨在通过携手医

务工作者开展科普宣教

以提高公众对过敏性疾

病的正确认知、正确诊

断和及时治疗，为百姓

提供更行之有效的预防

和诊疗措施，同时也将

规范化防治理念带入基

层，为群众健康做出更

大贡献。

“不过，我们也应

该看到，在控制影响过

敏性疾病发生发展的关

键因素——环境因素方

面，临床医生的力量仍

比较单薄。”程雷认为，

广大变态反应学专家、

学者应更多地跳出方寸

诊室的禁锢，以“不为

良相，便为良医”的胸

襟与情怀，总结流行病

学调查资料和临床研究

成果，以更高的站位开展

更广泛的科学研究。并

将意见和建议集中反馈

给医界代表委员，以提

案议案的形式，向国家

有关部门建言献策。“只

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和全面参与，才能有效

提升疾病控制水平。”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

会首次将建设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

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

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

略任务。程雷说：临床

医生要敢于站在更大的

舞台上，为改善环境、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设“健康中国”贡献

一份力量。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尹晗）花粉、尘螨、

霉菌、宠物毛发……这些微小的过敏原充斥着日

常生活每个角落。对于健康人而言，它们只是天

气预报中的一项数据、是广告中推销清洁用品的

“噱头”、是生活中的小小不快，但对于过敏性

疾病患者而言，它们却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过敏诊疗中心主任程

雷教授是一位过敏性疾病患者的“解梦人”。

作为世界过敏组织（WAO）过敏医学装备委员

会的 6 名理事之一，他代表中国和亚洲参与《过

敏医学装备临床应用指南》的起草，也组建了

一支多学科专家团队，直面变态反应领域的各

种难题和临床挑战。

在他的带领下，江苏省人民医院变态反应

专业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2017

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誉和综合排行榜》中排名

全国第 6，而这也是变态反应专业首次纳入“复

旦榜”的评比；此外，变态反应专业还分别于

2017、2019 年 名 列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

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

行 》（STEM） 排 行

榜全国第 5，华东地

区及江苏省第一。

交流合作
打开我国变态反应学科发展新局面

防重于治  以更高站位助力“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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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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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雷教授　　程雷教授（左 3）（左 3）参加参加江苏省人民医院过敏关爱中江苏省人民医院过敏关爱中

心揭牌仪式心揭牌仪式

　　程雷教授在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程雷教授在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宿迁分院）义诊宿迁分院）义诊

深入研究  破解过敏性疾病两大致病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