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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把握新机遇　 开创新局面

黄宇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 同样，人民群众对麻醉学科的刚性需求和

麻醉学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促进麻

醉学科发展的最大动力。 从 ２０１７ 年至今，麻醉学科

的发展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以及政

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国家卫健委等多部委先

后发布了《关于医疗机构麻醉科门诊和护理单元设

置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医函〔２０１７〕１１９１ 号）、
《关于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的意见》（国卫医发

〔２０１８〕２１ 号）、《关于印发紧缺人才培训项目和县

级医院骨干专科医师培训项目培训大纲的通知》
（国卫继教继发〔２０１８〕４４ 号）、《关于开展分娩镇痛

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卫办医函〔２０１８〕 １００９ 号）、
《关于印发麻醉科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指南（试行）的
通知》（国卫办医函〔２０１９〕８８４ 号）等五项文件，为
中国麻醉学科整体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均质化发

展指明了方向。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第十三届

委员会对这些文件进行了持续深入地解读和宣贯，
分级分层多渠道地推进文件的开展和落实，出台了

学会文件解读的专家共识促进文件精神在学科与

科室建设中开花结果。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指导

下，麻醉学科的人才队伍建设和舒适化医疗服务能

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从国家层面已经明确了麻

醉人才培养的“３＋２”模式，即麻醉住院医师规培基

地和 ５ 个专培基地，涵盖了儿科麻醉、产科麻醉、成
人胸心麻醉、疼痛医学和麻醉重症。 业务范围已经

覆盖日间手术、无痛诊疗、分娩镇痛、急慢性疼痛诊

疗、重症医学、体外循环等亚专业领域。 ２０２０ 年，中
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着手成立睡眠医学学组，进一

步将麻醉向治疗学领域延伸。 麻醉学科队伍的扩

增以及内涵的拓展提高了医疗机构的整体服务水

平。 麻醉学科二级诊疗目录的申报工作正在稳步

推进。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

划纲要和深入推进实施健康扶贫的工程精神，中华

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制定了一系列医学精准扶贫的

战略项目：（１）开展了“精准扶贫－麻醉专科医联体

建设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共纳入指导医院

２５６ 家，基层医院 ８６７ 家，总计医联体牵手医院１ １２３
家，达到了麻醉专科医联体建设千家医院牵手的目

标，实现了对基层医院麻醉学科的精准帮扶。 （２）
９１３ 家分娩镇痛基地取得明显成效。 学会通过 “精
准扶贫－麻醉走基层”等活动对新疆、西藏、云南、广
西、陕西等革命老区和边疆地区的基层贫困医院进

行深入的专项帮扶。 （３）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化和远

程教育等方式对基层医院麻醉科进行有的放矢的

指导和培训，“精准帮扶－麻醉专科医联体远程教育

学院”。 全国有 ４３ 家医院的麻醉科成为国家级麻

醉重点住培基地。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开展各类

教学、培训、病例讨论活动就达数千场，受培训的基

层医院麻醉科医师人数达到数十万人次。 这种低

成本、高效率的授课培训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帮扶的

效率和质量，能够更好地开拓基层麻醉科医师的眼

界，提高基层麻醉科医师的服务能力，努力实现麻

醉优质资源的均质化和全覆盖，提高麻醉学科的整

体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

做出麻醉专业的贡献！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第十三届委员会努力

践行“凝心聚力，一起强大（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的
学科发展理念，提出了“安全麻醉、学术麻醉、品质

麻醉、人文麻醉”的“四个麻醉”学科发展导向和办

会理念，抓住国家政策对麻醉学科支持的历史性机

遇，大力推动学科发展和学术交流。 麻醉学科的科

研水平稳步提高，２０１９ 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中斩获 １８８ 项，较 ２０１８ 年增长

１０％；在 ＰｕｂＭｅｄ 收录的杂志发表论文 ３ ８９１ 篇；在
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近 ４ ０００ 篇。 同时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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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中，中国麻醉在世界麻醉舞台上也大放异彩，
亮点纷呈。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世界麻醉学会联盟

（ＷＦＳＡ）进行换届选举，全球 １１５ 个国家和地区麻

醉学会的 ３０３ 位麻醉学专家参加了网上投票选举。
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黄宇光主任委员成功连任

新一届 ＷＦＳＡ 常务理事。 米卫东副主任委员、方向

明常委、李师阳常委和陈向东常委成功当选 ＷＦＳＡ
新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 ＷＦＳＡ 新一届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４ 年）理事会共有 １４ 位常务理事，代表着来自全

世界各大洲各国麻醉学会的专家，中国麻醉学科专

家在 ＷＦＳＡ 理事会和各专业委员会中的任职，表明

我们在国际麻醉事务中正发挥着重要而积极的

作用。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防控的

工作中，中国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奔赴一线、不畏生

死、勇于担当，为取得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奠定了

坚实基础。 麻醉学科第一时间派出近千名医护人

员千里逆行、驰援武汉。 麻醉科医护人员凭借娴熟

的专业优势、不畏生死的奉献精神，冲锋在前、救治

患者，提高了急危重患者的救治成功率，彰显了麻

醉专业的责任担当。 抗疫期间，中华医学会麻醉学

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先后推出了

十余部“规范”、“建议”和“专家共识”，在指导全国

麻醉医护同道规范防护、稳定心态、有序复工等方

面起到了积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同时，通过搭建

“答疑平台”和“心理呵护平台”等方式，为全国麻醉

同道答疑解惑，为援鄂的一线战友提供心灵呵护。
麻醉学科的众多专家在临床一线抗疫的同时及时

总结临床经验，撰写了多篇感控和治疗方面的高水

平文章，发表在国内外麻醉专业顶级杂志如 Ａｎｅｓｔｈｅ⁃
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以及《中华麻醉学杂志》 《临床麻醉学杂

志》《国际麻醉学与复苏杂志》等，许多文章被国内

外学者大量引用和借鉴，为国内外麻醉同道抗击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提供了中国方案，起到重要而实际的

指导作用。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

终将打赢这场抗疫之战。 疫情无情人有情，麻醉学

科在此次抗疫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得到了兄弟学

科和社会的高度认可。 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底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马晓

伟主任特别强调了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呼吸科和

麻醉科专业人员在此次战役中所起的作用，麻醉学

科作为四个主要学科之一得到了高度赞许。 步入

“后疫情”时代，我们麻醉人定当不辜负党及人民赋

予我们的使命与职责，继续守护好人民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每一次重大的社会事件都会给各个行业带来

冲击和挑战。 而每一次的挑战既是一种检验，也是

一种机遇。 在疫情当下，学会工作和学术交流受到

影响，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提高政治站位，大局

为重，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在危机中育

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第一时间主动调整今年的

学会工作，充分调动常委和 ３０ 个学组的积极性，各
学组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各类学术活动 ５０ 余场，有
效推动了学会工作行稳致远。 麻醉学会经受住了

此次疫情的考验，有力应对挑战，冷静思考发展，加
强顶层设计，有为才能有位。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临床麻醉学杂志》
积极应对增加的稿件，改进审稿流程，按时保质出

刊，及时刊出了 １０ 篇新冠肺炎稿件。 刊出并及时微

信推送风向标的高质量论文，包括专家论坛、专家

共识和专家指南等，集中讨论临床热点问题，指导

麻醉科医师的临床用药。 为推动麻醉事业的发展

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增强了期刊的凝聚力。 两篇临

床研究稿入选“２０２０ 年中华医学百篇优秀论文”。
目前，本刊被国内三大核心数据库收录，即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

据库（ＣＳＣＤ）来源期刊。 《２０２０ 年版中国科技期刊

引证报告（核心板）》显示，本刊核心总被引频次为

２ ５６０，影响因子 １ ２０１，在外科学期刊中位居前列，
继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后，２０２０ 年再次入选“中国精

品科技期刊”，即“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

（Ｆ５０００）”项目来源期刊。
《临床麻醉学杂志》创刊以来，虽然取得了较好

的成绩，但面临的竞争和挑战仍然较大：期刊的学

科影响力，优质稿源的组织，审稿周期的缩短，稿件

质量的精准把握，栏目的更加活跃，编辑部综合办

刊能力的提高，网络办公系统更加完善等。
新的一年，《临床麻醉学杂志》将进一步关注安

全，关注学术，关注读者，关注基层，和全国麻醉同

道同心协力、加倍努力，以更加崭新的面貌努力呈

现中国麻醉风采，谱写新时代麻醉强国的新篇章，
继续成为中国麻醉学科发展的见证者和践行者，全
面推进中国麻醉事业的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 １２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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