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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成果属于呼吸内科学领域，围绕慢性咳嗽的病因诊断、治疗及其发病机制开展

了系列研究，取得系列技术创新成果，在此基础上，牵头制定了中国首部《咳嗽的

诊断与治疗指南》，后续进行了 2 次指南修订和咳嗽基层诊疗管理指南撰写。通过

对指南的全国性推广活动，显著提高了国内慢性咳嗽的诊治水平，产生了重大社会

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本项目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5 项，省、市级项目 3 项，

共发表学术论文 139 篇、授权发明专利 3 项、主编专著 2 部、举办国际咳嗽会议 3

届，国际咳嗽专家网络高峰论坛 6 届，中国咳嗽论坛 13 届，全国慢性咳嗽学习班

14 届，以及其它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和继教活动。本成果紧密结合临床实际，设计

严谨，资料详实，成果丰富，结论可靠，具有广泛的理论和临床应用价值，对慢性

咳嗽的规范化诊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推荐参加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奖

评奖。

项目简介     咳嗽是内科门诊病人最常见的主诉，临床上通常将以咳嗽为唯一或主要症状，胸

部 X 线检查无明显异常，咳嗽时间大于 8 周者称之慢性咳嗽。因为慢性咳嗽前来诊

治的患者占专科门诊患者的三份之一以上。由于缺乏典型症状与体征，胸部 X 线无

明显异常，既往慢咳患者常被大量误诊误治，长期得不到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

反复进行各种检查，使用各种抗菌药物和镇咳药物，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而且

带来严重的医疗经济负担。美国、欧洲和日本先后在上世纪 80、90年代陆续开展

了对慢性咳嗽的研究。而我国有关慢性咳嗽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基本在本世纪初仍处

于空白状态，有据于此，在科技部、省市级等多项研究项目支持下，本项目从 2001

年开始进行慢性咳嗽的病因诊断、治疗及发病机制的系统研究，取得国际先进的重

大科技集成创新和突破，成功建立我国慢性咳嗽规范化诊疗体系并进行推广运用。

       本研究围绕慢性咳嗽的病因诊断、治疗及其发病机制开展了系统研究，取得系

列技术创新成果：

一、建立慢性咳嗽的检测方法与病因诊断程序，首次阐明了国内慢性咳嗽与亚急性

咳嗽的病因学，显著提高了慢性咳嗽的治疗水平；开展慢性咳嗽患病率调查及慢咳

患者的诊治现状及生活质量调查。

二、牵头制定国内首部咳嗽诊治指南《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指南》及完成后续系列修

订，成功建立我国慢性咳嗽规范化诊疗体系并进行推广运用。

三、首次在国际上确立 EB的动物模型并建立无创肺功能体描舱结合小鼠咳嗽声音检

测方法，为研究 EB以及气道高反应性的机制提供有力工具。明确 EB是一种独立的

疾病，并阐明大气污染颗粒对气道嗜酸性粒细胞炎症的作用及机制。

四、构建胃食管反流性咳嗽规范化诊疗流程；证实了食管 气管神经反射在胃食管反

流性咳嗽中的机制并探究了食管、延髓、气道的中枢调控环路，对临床难治的胃食

管反流性咳嗽提出新的发病机制，为进一步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五、在国际上首次发现 IFN gama通过 JAK STAT PKA AMPA信号通路提高咳嗽敏感

性，揭示了呼吸道病毒感染诱发产生慢性咳嗽的主要发病机制。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举办“中国咳嗽指南推广万里行”全国巡讲活动、全国性

学术会议、继续教育学习班、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大力推广成果的诊疗技术，规

范了中国咳嗽，尤其是慢性咳嗽的诊治流程，有力提高了国内慢性咳嗽诊治水平，

降低了医疗费用支出，提高了广大慢性咳嗽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了误工误学率，

改善人民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本成果共发表学术论文 139 篇，其中代表性论文 20 篇，11 篇被 SCI收录，9

篇为国内学术期刊论文，他引次数合计 4549 次；授权发明专利 3 项、主编专著 2

部。成立全国性学术组织，更有效的组织开展包括慢性咳嗽亚专科建设、人才培养、

多中心研究、举办国际咳嗽会议 3 届，国际咳嗽专家网络高峰论坛 6 届，中国咳嗽

论坛 13 届、继续教育学习班 14 届以及其它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和继教活动，推动

了学科建设和行业进步，参加国际咳嗽指南的制订工作，提高中国在咳嗽研究领域

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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