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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希望呼吸慢病防治走出中国特色

我国呼吸慢病管理历史悠久。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医疗界开始加强

对慢性支气管炎及肺心病的防治；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哮喘被医疗界所

关注。但那时，在呼吸领域疾病认知、

诊疗方式上仍存在不足。改变慢阻肺

及哮喘等主要慢性呼吸疾病的诊疗

现状，加强规范化诊治，一直是我国

学者努力的方向。

“经过四五十年的工作，我们在

慢病呼吸疾病防治方面已经打下很好

的基础，但是除了规范化诊治，还应将

慢病呼吸疾病防治战略前移，做到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主任钟南山以哮喘防治为例，描绘了他

多年以来的一个梦想。

对哮喘的认识不完善

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国

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组织 17个国家的数

十名专家共同制定哮喘管理和预防的

全球策略。1995年 2月，《全球哮喘防治

创议》在全球正式公布。钟南山回顾这

40年来我国对哮喘的认识、防治以及控

制水平，感叹“有很大的变化”。

而在哮喘类型的认知方面，自

1979 年美国麻省总院学者理查德·欧

文提出咳嗽变异性哮喘；1992 年，钟

南山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隐匿性哮喘

概念；2013 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沈华

浩研究团队发现了胸闷变异性哮喘。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我

的老朋友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对哮

喘及哮喘不同症状的认识增加了很

多。”但是，在钟南山看来，这还只是

“很小的一部分工作”，目前为止还缺

少全国的流行病学统计。

去年 8 月，中国哮喘患者在线登

记数据库系统建设项目第二期在广

州启动。“通过基于哮喘标准病历的

全国哮喘患者登记平台的建立，以及

哮喘单病种数据收集和数据库共享，

积极推动哮喘临床诊治规范的制定，

从而提升中国哮喘的诊疗水平和科

研水平。”他希望通过第二期研究的

开展，总结出中国哮喘患者的诊治现

状，找出中国哮喘疾病发生发展的规

律，为哮喘早期干预提供新思路，并

在此基础上推动国内哮喘领域的基

础与临床转化研究，为我国相关卫生

和医保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参考，惠

及更多的中国哮喘患者。

需要更多临床治愈患者

“我的愿望是在哮喘发作早期时

立即给予积极的干预和治疗。在国外这

个问题没有答案。”钟南山回忆前两年

与加拿大同行曾探讨，早期出现哮喘症

状怎么办。他建议一旦发现早期症状，

就采取治疗手段，如吸入性糖皮质激素

联合支气管舒张剂，经过一段时间治

疗，有可能实现临床治愈。

“因为早期阶段炎症不严重，较

容易控制，完全可以预防疾病加重。

哮喘早期治疗的效果比慢阻肺更明

确，如同控制高血压后不会发生脑血

管意外、控制高脂血症不会发展为心

梗一样。早期积极干预和治疗，可以

避免患者疾病加重、减轻疾病带来的

个人和社会负担。我希望哮喘也走这

条路———除了防治规范化，还要将防

治战略前移。现在全世界都没有这么

做，我希望走出中国特色之路，实现

哮喘防治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这也是钟南山的临床经验。“我有

几名患者令人出乎意料，到现在八九十

岁了，观察了二三十年，本来很严重，已

经无法走路，后来经过积极治疗，住院

情况改善了，药也慢慢减了。他们每天

用一点药但是没有症状，一直维持到现

在，还可以每天游泳，可以说是临床治

愈了。”钟南山说，“我们需要更多这样

的临床治愈者，这应该成为中国一个很

重要的理念。”

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得益于空气污染的明显改善和

控烟的效果，当前我国呼吸慢病如慢

阻肺和肺癌的危险因素得到极大改

善，治疗手段也在不断进步。

近年来广东致力于各种疾病的

早防早治，较为突出的首先是慢阻肺

防治。钟南山团队基于临床试验结

果，明确主张对确诊的早期慢阻肺患

者进行持续性的药物干预。这可以显

著改善患者症状，挽救其肺功能，减

少疾病的急性加重，延缓肺功能下降

速率，提高生活质量。

其次是肺癌早期防治。肺癌也是

慢性呼吸疾病，位居全国恶性肿瘤发

病首位，不管男性女性，都要进行早

筛早查。

在哮喘诊治方面，钟南山认为还远

远不够。影响哮喘的危险因素很多，空

气污染中的 PM2.5、螨虫、汽车尾气等

都会引发哮喘。而根据全球哮喘防治创

议委员会定义的哮喘控制水平分级，我

国城区哮喘总体控制率为 28.5%，21%

的患者未得到有效控制，边远地区和基

层医院的哮喘控制率更低。

“说明在哮喘诊治方面，我们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钟南山感慨，从社

会角度看，一般老百姓不会把呼吸慢

病当成癌症那么惧怕，只觉得对生

活、学习和工作有影响。但是，健康生

活是中国现在追求的目标，健康中国

行动提出要推动“以治疗为中心”向

“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所以需要全社

会、医疗界给予足够重视。

钟南山指出，社会和政府要提升

对呼吸慢病的重视程度，并从各方面

给予支持。尽管医保中已纳入部分呼

吸慢病治疗药物，但是还很有限。而

要让政府足够重视，还需要医疗工作

者开展更多调查研究，并以实际调查

结果为政府提供制定政策的科学依

据。“我深信通过早期干预，哮喘是绝

对可以克服的。”钟南山说，这是他的

愿望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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