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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五届海医会呼吸病学专委会学术年会暨海峡两岸呼吸疾病高峰论坛召开

凝聚海峡两岸优势   助力健康“呼吸”
医师报讯 （融媒记者 

黄玲玲）“四海同济，聚焦

呼吸”，为促进海峡两岸及

港澳地区呼吸病学界的专业

交 流，4 月 1~3 日，2022 年

第五届海医会呼吸病学专委

会学术年会暨海峡两岸呼吸

疾病高峰论坛在杭州以线上

会议的形式召开，会议由海

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呼

吸病学专委会主办，浙江大

学呼吸疾病研究所、浙江省

呼吸疾病诊治及研究重点实

验室协办。

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

协会呼吸病学专委会主任委

员沈华浩教授在开幕致辞中

指出，海医会呼吸病学专委

会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致

力于呼吸疾病基础和临床的

研究，先后成功举办了多场

学术会议，推动了国内呼吸

学界与港澳台、海外地区呼

吸学界同仁的学术交流与共

同进步。“专委会秉承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和宗

旨，将积极促进呼吸疾病基

础、临床、转化和交叉学科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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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示，海峡两岸的交流在学

术交流中非常重要。面对

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更

凸显了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学科的重要性，会议在这

样的背景下召开更有其特

殊的、重要的意义。两岸

血浓于水，两岸同胞共同

在医学卫生健康领域进行

合作与谋划是促进民族福

祉乃至人类福祉的重要事

情。“希望今后两岸能更

进一步加强交流，共同推

动两岸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学科的发展。”

台湾胸腔暨重症医学会

理事长、厦门长庚医院院长

蔡荧煌教授，澳门临床内科

学会会长，澳门镜湖医院常

务副院长张振荣教授以及海

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王

立基会长参加会议并致辞。

开幕式由海峡两岸医药卫生

交流协会呼吸病学专委会总

干事李雯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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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

钟南山院士
“PROTECT”一体化策略“战”新冠

沈洪兵院士  
中国人群应建立自己的“数据”

邬堂春院士  
预防为主   医防结合是国家所需

呼和浩特最后一例本土病例出院王辰院士  
践行大健康理念   为人类健康谋福祉

海医会呼吸病学专业

委员会名誉主委钟南山院

士指出，目前，奥密克戎

已经流行于 166 个国家和

地区。据香港病例有关研

究显示，与德尔塔相比，

奥密克戎传播力大幅度提

高，但致病力降低，主要

感 染 上 呼 吸 道。 如 何 应

对？应坚持“动态清零”

政策，做好社交防护措施，

推动大规模疫苗接种，研

发新的诊疗手段。

面对疫情新形势，建

议 实 行“PROTECT” 一

体化策略。P 即预测，加

强疫情预测模型设计，指

导 防 控；R 为 预 防， 加

强疫苗接种及通用疫苗研

发，提高预防率；O 指诊

断，贯彻“抗原筛查，核

酸确诊”的政策；T 指治疗，

加速新冠药物及抗体的研

发；E 指康复，多学科康

复介入，降低新冠后遗症

风险；C 为防控，实现医

院、社区、基层一体化防

控管理；T 指健康，以疾

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

转变。

南京医科大学沈洪兵

院士介绍，肿瘤具有遗传

易感性的特点，多基因风

险评分（PRS）可预测肿

瘤发病风险。利用多基因

风险评分，建立肿瘤风险

预测模型，有利于对肿瘤

进行个性化精准预防和干

预。如一级预防：针对高

危人群开展主动干预（健

康生活方式），可优化高

危人群预防策略。二级预

防，就遗传风险评分与肺

癌高危人群筛查而言，加

入 遗 传 评 分 PRS 构 建 肺

癌风险预测模型，有望显

著提升肺癌筛查效率。多

基因风险评分临床应用面

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确保

PRS 能够适用于不同种族

的个体。目前 PRS 开发和

评估主要在欧美人群，因

此中国人群要有自己的基

因组流行病学数据。此外，

还应提高 PRS 研究的透明

度和可重复性，促进数据

共享和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

共卫生医学院邬堂春院士

表示，新冠疫情在武汉的

暴发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

当时建立的数学模型揭示

了新冠防控成效与传播特

征。其中，联防联控、医

疗卫生大协作对控制新冠

疫情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些为制定防控策略提供

了参考。新时代卫生健康

工作方针应坚持以基层为

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

民共建共享。公共卫生与

国家安全、健康、社会经

济发展、民生工程密切相

关。未来应加强党的领导，

实现一把手领导、负责制。

实现联防联控、医疗卫生

等多学科合作。提高公共

卫生行业能力与吸引力，

加强硬件与软件建设。

医师报讯 （融媒记者

陈惠）“经过整整 2 个月

的奋战，本轮疫情呼和浩

特市最后一例本土确诊病

例符合出院标准，准予出

院。”4 月 15 日，在位于

呼和浩特市的远程会诊中

心，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

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孙

德俊宣布。 

晚上，孙德俊给《医

师报》记者发来信息：我

今天真的太高兴了！

从 2021 年 10 月份至

今，内蒙古二连浩特市、

额济纳旗、满洲里市、呼

和浩特市陆续暴发疫情，

内蒙古人民医院院长孙德

俊教授一次又一次临危受

命，担任内蒙古集中救治

工作专班组组长与自治区

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带

领医护工作者一直坚守一

线，历经 4 场战“疫”，

争分夺秒医疗救护、夜以

继日联合攻关，最终向祖

国、向内蒙古人民交出了

满意的答卷。 

据中新网报道，至 3

月 25 日，内蒙古自治区

定点医院累计收治呼和浩

特市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 436 例。4 月 15 日，经

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医

疗救治专家组会诊，按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

方案 ( 试行第九版 )》，最

后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达到出院标准，治愈出院。

至此，本轮疫情呼和

浩特市 436 例确诊病例实现

动态清零。内蒙古自治区卫

健委官方消息称，呼和浩特

市本土无症状感染者也已

全部解除医学观察。“成

果来之不易，幸福的心情

难以言表！”孙德俊说。

王辰院士介绍，通过

本 次 疫 情， 更 凸 显 了 医

学卫生健康事业重要性，

我 们 必 须 将 医 学 卫 生 健

康 事 业 作 为 社 会 主 流 事

业 来 发 展， 同 时 还 应 践

行 大 健 康 的 理 念。 大 健

康 包 括 4 个 方 面： 生 理

健 康、 心 理 健 康、 社 会

适 应 及 环 境 友 好。 古 语

有 云： 上 医 医 国， 实 际

上 它 与 群 医 学 及 公 共 卫

生 密 切 相 关， 希 望 两 岸

呼 吸 学 界 都 能 够 对 群 医

学有更多的认识和觉悟。

在 公 共 卫 生 问 题 上， 临

床 是 公 共 卫 生 最 具 主 导

性 的 力 量 之 一， 医 生、

医务界一定要参与进去。

“感念天地人间，思想因

兹而始；协同自然社会，

动力由是乃生。人善群，

群善人，人伦善自然；医

济众，众济医，医道济苍

生。在人和群的关系上，

群和人的关系上，人类和

自然的关系上，大众和医

学共同所遵循的医道上，

我们应共同努力。”

邬堂春 院士邬堂春 院士

张振荣 会长张振荣 会长蔡荧煌 理事长蔡荧煌 理事长王立基 会长王立基 会长 李雯 教授李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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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