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科研团

队揭示了全球早发骨关节炎疾病负

担，填补了早发骨关节炎在流行病学

与卫生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空白。相关

成果近日发表于《风湿病年鉴》。

骨关节炎是全球难治性疾病，55岁

前确诊的骨关节炎为早发骨关节炎。早

发骨关节炎病程漫长，一旦发展到晚期

常需进行人工关节置换，但人工关节假

体使用寿命有限，且中青年人群关节使

用强度大、易磨损，其人工关节假体翻

修率高达 35%。明确早发骨关节炎的全

球疾病负担与经济损失并采取有效措

施，是骨关节健康管理的重大难题。

为此，该团队基于 2019全球疾病负

担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

等多个数据库，在全球范围内对早发骨

关节炎从 1990年至 2019年的发病率、

患病率与健康寿命损失年（YLDs）进行

系统分析和可视化处理，对早发骨关节

炎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并对归因于超

重 /肥胖的 YLDs负担进行计算。

该研究首次系统分析了过去 30年

不同地区、不同关节、不同年龄、不同

性别的人群早发骨关节炎的疾病分布

及其变化趋势、经济损失和归因危险

因素，发现 1990年至 2019年间全球范

围内早发骨关节炎的发病人数、患病

人数、YLDs 和相应年龄标化率均呈现

逐年上升趋势，且早发骨关节炎导致

2019 年的全球经济支出超过了 1068

亿美元，其中由肥胖导致的早发骨关

节炎引起的 YLDs 相比 1990 年增加了

3倍以上。 （王昊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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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

宋元林联合多个临床中心，借鉴来自法

国的慢病管理经验，在《柳叶刀》子刊

发表了关于“基于物联

网的家庭无创正压通气治疗 COPD 合

并慢性呼吸衰竭的随机对照前瞻性研

究”的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经过 1年的干预管

理后物联网无创通气管理组患者较常规

无创通气患者在身体功能、呼吸症状、伴

随症状和睡眠状况等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方面有所改善。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

物联网组较常规组患者 1年内急性加重

再入院时间延长；物联网组患者的急性

加重再入院率为 34.3%，相比常规组的

56.0%减少了 21.7个百分点。

据悉，该研究为世界首例应用物联

网技术对使用家庭无创通气的慢性阻塞

性肺呼吸衰竭的患者进行管理的随机对

照前瞻性研究。

岁以上人群患病率为

在全球有关公共卫生慢性病的

挑战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我国于 2016

年就推出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其中“健康服务与保障”领域

明确提出 2030 年“重大慢性病过早

死亡率”较 2015 年减少 30 个百分点

的 目 标 。 而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COPD，简称慢阻肺）便是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重要挑战之一。

COPD 是一种进行性发展并且不

可逆的肺部疾病。目前，我国约有

COPD患者 1亿人，重度与极重度患者

约有 1000万人。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

表明，慢阻肺已成为我国第五大死因。

中国肺脏健康研究（CPH）显示，我国 20

岁以上人群中慢阻肺的患病率为 8.6%

（男性为 11.9%，女性为 5.4%），而 40 岁

以上人群中慢阻肺的患病率为 13.7%。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等研究表明，

在中国慢阻肺每年发生 0.5~3.5 次急性

加重。另有研究发现，2017 年北京市

AECOPD（慢阻肺急性加重期）患者人

均住院费用为 20119元。

“随着人口老龄化，慢阻肺的患病率

和疾病负担预计将持续上升。”宋元林表

示，因基层医疗服务的不足、医保资金紧

张、医疗供需缺口大等，我国 COPD的筛

查和早期发现面临很大的挑战。

建立远程物联网
呼吸慢病数据管理平台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国的研究人员

已经意识到了数字、技术和数据在赋能

医疗健康工作方面的重要性。科学家们

正在尝试医疗的数字化转型，以实现医

疗服务的互联互通和远程管理。

“这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

量，实现医疗健康的全周期管理，系统性

构建以卫生服务降本增效和精准防控为

导向的慢性病患者院外治疗阶段中的远

程管理干预模式与策略组合。”宋元林说。

现实的情况是，慢阻肺重度患者中

若同时患有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病情

更易反复发作，需要频繁住院治疗，且病

死率较高，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尽管目前对于慢性合并高碳酸血症

的慢阻肺患者急性发作入院的院内诊疗

工作已经形成专家共识，但如何实施有

效且经济的患者出院后随访及其居家延

续性治疗管理，始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研究团队建立了远程物联网

呼吸慢病数据管理平台，优化了出院准

备和院后随访工作，并与项目合作伙伴

液化空气集团维新康（VitalAire）团队一

起制定了院外延续性治疗依从性的远程

监测和干预管理方法。

研究人员表示，这意味着对处于病情

稳定期且接受居家延续性治疗过程中的

重度或极重度慢阻肺患者实施进行合理、

规范的“健康宣教 +远程监测 +适时干

预”的管理策略组合，无论是对患者本身

病情的缓解，还是生活质量的改善，抑或

是经济负担的减轻，都具有显著效益。

期待更多力量共同推动慢病管理

谈到远程物联网呼吸慢病数据管

理平台的具体优势，研究人员表示，首

先，基于物联网的远程治疗管理满足

了患者的基本治疗需求，并且在管理

的过程中，通过健康宣教、远程视频，

极大地满足了患者渴望被重视、想获

得心理安慰等需求。

其次，这种治疗方式达到了满意

的治疗效果和治疗预期，不仅仅体现

在生活质量的改善，更体现在急性加

重再入院时间的延长、急性加重在入

院率降低等方面，在生理与心理方面

实现了双重保障。

最后，在成本控制方面，无论是在直

接成本如就医成本，还是时间成本、精神

成本等非货币成本上，都实现了最小化。

该病种相关的医保支出也会相应减少。

除了上述优势价值，研究人员表示，

由于省去了不必要的就医过程，免去了

长时间的就医等待，因此也减少了医疗

纠纷的发生，并减轻医院科室相关的工

作量，提高了相应的工作效率。

宋元林表示，此次研究成果不仅证明

了将系统化的远程管理工作方法应用于

慢阻肺患者院外管理这一理念的实践可

行性和临床有效性，也标志着慢阻肺患者

管理进入了精准智慧医疗和以患者为中

心的照护服务的新阶段。

“我希望有更多的创新技术和社会

力量进入这一领域，与临床工作者共同

推动以价值医疗为导向的慢性病患者院

前、院中和院后全周期管理体系建设，创

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宋元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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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无创通气可显著改善慢阻肺患者生活质量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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