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9 月 10-12 日，由湖北省医学会、湖北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办，湖北省医学

会麻醉学分会主委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承办的湖北省医学会麻醉学

分会学术年会暨湖北省麻醉专业住培师资培训班暨麻醉护理发展论坛在湖北省武汉市顺利

召开。 

 

 
 

会议开幕式于 2021 年 9 月 11 日上午 8 点开始，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夏中元教授主持

下隆重开幕。会议分别邀请湖北省医学会麻醉分会罗爱林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

候任主任委员邓小明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刘继红院长、湖北省医学

会潘旭初秘书长致辞。罗爱林主任委员对莅临本次学术会议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参会代表表

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随后邓小明教授代表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黄宇光

教授对本次会议的成功召开表示祝贺，期望在主任委员罗爱林教授引领下湖北省麻醉学事业

取得更加长远的发展。刘继红院长代表会议的承办单位对线下线上的各位麻醉专家、领导及

参会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祝愿湖北省医学会麻醉分会在主任委员罗爱林教授

带领下继续发挥桥梁和引领作用，推动湖北麻醉更上一层楼。潘旭初秘书长发言提到，今年

恰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党将人民健康摆在优先的位置。因

此，学术会议应该做到学术引领，并积极推动基层医院学术水平的提高，更好的服务人民大

众。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湖北省资深麻醉专家田玉科教授、姚尚龙教授、刘先义教授、王焱林

教授以及湖北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全体委员。 



 

图一：罗爱林主任委员开幕式致辞 

 

 

图二：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邓小明候任主任委员致辞 



 
图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刘继红院长致辞 

 

 

图四：湖北省医学会潘旭初秘书长致辞 



 

图五：线下参会专家合影 

在历时一天半的学术会议中，省内外的各位专家，围绕麻醉学专业教育发展、麻醉学科

建设与发展、麻醉质控、围术期患者安全、特殊病人的麻醉管理、麻醉新技术与研究进展、

住培师资培训以及麻醉护理等诸多热点专题进行深入探讨，各位专家结合国家政策、最新研

究进展与自身经验给我们带来了 90 余场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吸引数千名麻醉同道关注，

在线观摩学习过万人次。本次会议的召开为湖北省广大麻醉同道提供了广阔的交流平台与丰

富医学继续教育机会，必将切实提高湖北省各级医院的麻醉学科建设水平，必将对湖北省麻

醉医疗与科学研究水平、培育麻醉学人才、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协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2021 年湖北省麻醉学分会学术年会部分学术内容 

曾因明 教授  徐州医科大学 

讲座题目：我国麻醉学专业教育未来发展的思考 



 

 

 

曾因明教授首先介绍了我国麻醉学本科教育的现状，如何拨乱反正及实现学科的振兴

之路。随后，曾教授提到，我国麻醉学科的当务之急应该迅速改善人才队伍的学历结构与整

体素质、加强麻醉学二级临床学科的建设并积极通过“规培”培养麻醉科医师，创造国家级

学科的基础教育与条件。其关键靠人才，根本在于教育。而教育应该定位基础，不能将追求

奠基和追求卓越混为一起。曾教授强调基础教育应该为追求卓越而专注奠基。最后，曾教授

对麻醉学科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教育必须面对未来，教育必须爱心担当，教育必须从我做

起，始终做教育创新的先行者。 

 

于布为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讲座题目：关于麻醉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 

 

 

 

 



 

于布为教授首先从中国 COVID-19 的救治过程中反思麻醉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正是麻

醉科医师参与救治 COVID-19 才显著提高了 COVID-19 患者救治成功率。因此，麻醉科应该是

急危重症的救治先锋。而临床麻醉仍是麻醉学的基本任务。相对于其他临床学科（除麻醉外），

急危重症抢救麻醉学科具有重要优势，这已被去年抗击疫情的临床实践所证实，但需要国家

主管机构和各地卫生主管机构及医院领导层认可。最后，于教授强调中国麻醉学科应该借力

舒适化诊疗使麻醉学科覆盖医院各科室的工作。于教授强调急危重症抢救是麻醉科走向真正

临床麻醉学科的关键，而中西医结合麻醉是创建中国新麻醉学的关键。 

 

刘进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讲座题目：三级医院绩效考核与麻醉学科建设 

 
刘进教授分析三级公立医院效绩考核“国考”诸多指标中，指出麻醉科为医院建设作出

重大贡献的良机。在“国考 56 条”所有指标中，与麻醉相关的指标有 26 条。在这些考核指



标中，只有相对指标，没有规模指标。因此，各位麻醉科学科带头人应该在三级公立医院效

绩考核中应该积极地与医院领导沟通，想院领导所想，主动打断可能存在的“恶性循环”，

从全院的角度出来沟通，为麻醉科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刘教授强调医院给予最大的支持才

能实现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手术间的安排应该倾向“微创+四级”比例高的科室，其核心

工作应该是“安全、无痛、感控、高效”。最后，刘教授结合华西医院麻醉成功的经验，强

调麻醉学科的发展必须临床为本，通过教学和科研来强科。 

 

熊利泽 教授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讲座题目：从围术期脑保护到 PND 研究 

 

熊利泽教授首先从临床脑卒中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开始，详细阐述脑卒中的相关的分子

机制。熊教授强调脑功能保护研究应该以脑功能保护为目的，脑功能保护概念有利于临床诊

疗目标。而回归整合医学理念，符合医学发展方向。随后熊教授讲解了 PND 有关的最新研

究进展、分子机制及信号通路和相关的治疗方案。最后，熊教授探讨了围术期医学未来发展

问题及有关人口老龄化应对上升到国家战略问题。临床研究发现老年患者术后 8 周仅 30%

恢复到术前水平，术后 6 个月仅有 50%能够恢复到术前水平，因此应该做好老年人患者围术

期脑功能保护，符合围术期麻醉的主要作用：无痛、安全及更好的转归。 

邓小明 教授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 

讲座题目：建立发展麻醉重症监护治疗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邓小明教授首先从麻醉科医师参与救治 COVID-19 患者过程中发映出问题出发，认为

麻醉科医师工作性质和范围势必较窄分析，而麻醉背景的重症专家大显身手。随后比较重

症患者麻醉特点与 ICU 重症患者特点突出了目前国内麻醉科医师的普遍局限性。因此完善

并强大麻醉学科建设与发展是未来麻醉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为实现之一目标，学科带头

人必须做好示范引领作用，长远地规划“大麻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规划地提高或改

善国家、所在区域或医疗机构麻醉从业人员的数量、结构与质量，努力缩小国家区域间麻

醉学科发展的不平衡。 

罗爱林 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讲座题目：实体器官移植后肺部并发症与肺保护 

 

 
罗爱林教授首先系统分析了不同实体器官移植肺部并发症的发病率、病因、发病机制、

围术期风险因素及术后转归。大量的临床研究表明肺部并发症是实体器官移植后的患者预后



不良的重要因素。围术期做好肺保护可以有效预防实体器官移植后肺部并发症及提高术后转

归。罗教授根据大量的临床研究分析了小潮气量、不同的 PEEP 对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影响。

研究证实小潮气量复合中到高水平 PEEP(5-8 或者>9cm H2O)对全麻手术患者具有肺保护作

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保护性肺通气策略对腹部、胸部及心脏手术病人有益，其主要机

制是减轻炎性反应。最后罗教授总结了术前、术中及术后的处理措施实现供体及受体保护性

肺通气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