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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２ 年令人难忘，２０２３ 年充满期待。 麻醉学科

一如既往坦然面对，责任担当，脚踏实地，负重前

行。 作为麻醉学科重要的专业杂志，《临床麻醉学

杂志》见证了古往今来中国麻醉事业的高质量发

展，“临床”二字决定了《临床麻醉学杂志》的定性和

定位，必定是中国麻醉学专业快速发展和学术交流

的窗口和平台。 岁末年初，我们在梳理喜人成绩的

同时，思考着学科发展的近“优”远虑。 近年来，麻
醉学科得到上级主管部门诸多的政策支持，得到友

邻学科和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呵护，业界同仁

们心怀感激，心存期盼，唯有努力，做强做好。 新年

伊始，祝愿国泰民安，民生喜乐，踔厉麻醉事业腾

飞，惠及万家百姓。

１　 国家政策助力麻醉学科高质量发展

１．１　 ２０２２ 版麻醉专业医疗质控指标发布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了《麻
醉专业医疗质量控制指标 （２０２２ 版）》 （简称 《指

标》），《指标》共 ２６ 项。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

管局指导下，《指标》经国家麻醉专业质控中心专家

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麻醉质量管理

学组组员和各省级麻醉专业质控中心主任为核心

团队的反复论证修订，修订过程中广泛征集全国各

级医疗机构专家代表的意见，最终成文发布。 《指
标》发布对麻醉科的质量安全管理提出了新的具体

要求，对提高麻醉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１．２　 分娩镇痛稳步推进，多地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

统筹支付

随着三孩政策推进和老龄化社会应对，分娩镇

痛越显重要。 麻醉科是承担临床分娩镇痛工作的

主体，随着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分娩镇痛试点

基地政策的推进，全国 ９１２ 家试点基地分娩镇痛成

效显著。 为进一步普及分娩镇痛工作、缓解产妇的

后顾之忧，有必要优化分娩镇痛的收费政策，尽快

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统筹独立支付，上海、浙江、江

西等多地已经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统筹支付，未来

会有更多的省份跟进这项惠民政策。
１．３　 三级医院评审标准（２０２２ 年版）大幅提升麻醉

专业权重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颁布了《三
级医院评审标准（２０２２ 年版）》 （简称《标准》）及其

实施细则（简称《实施细则》）。
《标准》强调麻醉科是体现医院综合实力的临

床专科，医院应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合理配置人员。
《标准》与《实施细则》增添了国家麻醉专业质控中

心制定的多项核心考核指标，对麻醉科评审标准的

权重大幅提升，体现在对学科建设、行业规范、质控

标准和过程监管等。 《标准》也将提升麻醉专科在

三级医院绩效考核中的权重，有利于麻醉学科的高

质量发展。
１．４　 《围手术期患者血液管理指南》发布

麻醉科是临床用血规范的实践者和协调者，更
是临床合理用血多学科合作的专业骨干。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颁布了《围手术期患者血

液管理指南》（简称《指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行业标准（ＷＳ ／ Ｔ ７９６—２０２２），本标准由国家卫

生健康标准委员会血液标准专业委员会负责技术

审查和技术咨询，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负

责业务管理、法规司负责统筹管理，由中国医学科

学院阜外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牵头起草。 《指南》
提供了围术期患者血液管理的指导和遵循，给出了

术前患者评估与贫血管理、减少手术失血、自体输

血和异体输血适应证等方面的建议和相关信息。
近年来，国家麻醉专业质控中心在国家卫健委有关

部门的指导下，完成了对全国临床手术患者合理用

血的数据分析和调研报告，对临床用血不良反应及

其干预方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后续工作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２　 学术研究硕果喜人、厚积薄发

２．１　 我国麻醉学论文发表数量稳居世界第二

２０２２ 年中国麻醉学专业发表论文数量稳居世

界第二，占全球麻醉专业论文发表总数的 ３０％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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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表明我国麻醉学专业人士自身的努力和国际同

行的认可。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４ 日，《柳叶刀》 （Ｌａｎｃｅｔ）在线发表

了由 Ｄａｎｉｅｌ Ｉ． Ｓｅｓｓｌｅｒ 与黄宇光、裴丽坚及李凯等共

同完成的国际多中心研究《积极保温与常规管理对

非心脏手术后心肌损伤的影响：一项多中心、平行、
优效性临床试验》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ｖｅｒｓｕｓ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ｎｏｎ⁃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ｒｉａｌ］论文，表明术中维持患者核心体温

原则上应维持在 ３６ ℃以上，在遵循吸纳有指南的基

础上，患者的核心体温至少不应低于 ３５ ５ ℃，以免

患者心血管等不良事件的发生。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ｉｓｄｅｎ、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Ｆｒａｎｋｓ 和董海龙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科学》 （Ｓｃｉ⁃
ｅｎｃｅ）发表了题为《应激识别并介导恢复性睡眠的中

脑特 异 性 神 经 环 路 》 （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ｂｒａｉｎ ｄｅｔｅｃｔ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 ｓｌｅｅｐ）
的研究论文。 该研究综合运用了病毒示踪、光纤钙

信号记录、光遗传学等方法揭示了哺乳动物通过睡

眠恢复心理及机体健康状态的脑内调控机制，扩展

了睡眠对生命维持的重要意义，为焦虑、抑郁等压

力应激相关疾病治疗提供新的思路，该论文为中国

麻醉学专业学者第一次以通信作者身份在《科学》
杂志上发文。
２．２ 　 麻醉领域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获批

２０２２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评

审，由熊利泽、曹君利、宋伟宏和王东信共同申报的

课题《围术期老年脑功能稳态维持的精准麻醉策

略》获批立项，项目获批经费总额 １ ５００ 万元。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 ２９４ 期双清论坛聚焦“麻醉

学前沿与交叉”，双清论坛研判了麻醉领域未来 ５ ～
１０ 年“关键的基础科学问题”，促进麻醉领域科研项

目建设获得又一重大进展，为今后麻醉学科重点研

究方向提供了参考。

３ 注重人才培养，助力基层麻醉医疗健康发展

３．１　 华西医院刘进个人捐赠 １ 亿元推动“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相关药企签

署了包括“超长局麻药”和“新型骨骼肌松弛药物”
两项新药在内的专利许可及项目开发合同，按照华

西医院科研转化激励政策，作为研发者的刘进获得

１ 亿元奖励资金。 刘进个人向所在的华西医院捐出

全额奖金，用于推动中国的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
３．２　 全国麻醉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稳步推进

２０２２ 年国家新颁布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

基地标准和培训内容与标准，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

医学教育委员会麻醉科专委会以此为抓手，进一步

夯实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内涵建设，加强住培基

地年度飞行巡检以查促建，举办重点住培基地骨干

师资培训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完善儿科麻醉、疼痛

医学、心胸麻醉、麻醉重症和产科麻醉等专科培训

建设。 儿科麻醉专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其

他专培工作提供了示范作用。
３．３　 “千县工程”麻醉疼痛诊疗中心建设指南完成

为做好基层医疗体系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于 ２０２１ 年印发了《“千县工程”县医院综合能

力提升工作方案（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要求依托县医

院构建肿瘤防治、慢病管理、微创介入、麻醉疼痛诊

疗和重症监护五大临床服务中心。 受国家卫生健

康委相关部门的委托，由黄宇光、熊利泽负责牵头

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撰写，在反复征求基层医疗机构

意见的基础上，及时完成了《“千县工程”麻醉疼痛

诊疗中心建设与管理指导意见》并上报。 麻醉疼痛

诊疗中心建设将在“千县工程”中提升全国基层麻

醉专科医疗服务能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４　 加强科普宣传，倡导合作共赢

４．１　 ２０２２ 年中国麻醉周活动成功举办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至 ４ 月 ３ 日，２０２２ 年度“中国

麻醉周”活动成功举办。 本年度的主题为“敬畏生

命，关注麻醉———无我，手术曾经痛苦难耐；有我，
安全无痛得以保障”。 本次活动在新华网客户端

《新华大健康》以及许多自媒体平台进行同步进行，
全国麻醉学术团体和诸多专家和医护人员走上荧

幕对公众宣传科普麻醉知识，“安全舒适保健康，麻
醉科医师在身旁”，活动引起了广泛反响。 全国各

地多家医院纷纷举办了丰富多彩的科普宣传活动，
满足民众需求，弘扬麻醉学科正能量，提升人民群

众对麻醉医学科普知识的可及性和获得感。
４．２　 麻醉学术团体凝心聚力，《医师报·麻醉医学专

栏》启航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初，在《医师报》支持下，中国麻醉

界十一个专业学术团体（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
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中国心血管麻醉学

·６· 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第 ３９ 卷第 １ 期　 Ｊ Ｃｌｉ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３，Ｖｏｌ．３９，Ｎｏ．１



会、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麻醉专业委员会、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麻醉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麻醉与镇

痛专业委员会、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麻醉与镇痛镇静

分会、中华口腔医学会麻醉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医

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区域麻醉与疼痛医学分会、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麻醉学分会）首次联合举办了

“中国麻醉周”直播活动。 同时，《医师报》正式启动

了《医师报·麻醉医学专栏》，弘扬麻醉人文，助力麻

醉发展。 专栏计划每月刊登麻醉医学信息，着眼专

家访谈、指南解读、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 《医师

报·麻醉医学专栏》由黄宇光担任主编，十一个麻醉

学术团体的负责人于布为、李立环、姚兰、邓小明、
李天佐、缪长虹、姜虹、张惠、王国林、刘进、敖虎山、
苏帆、米卫东、姚尚龙、王天龙、马虹、俞卫锋担任轮

值主编。 迄今，《医师报·麻醉医学专栏》已经刊登

了多期专栏报道和网上学术交流活动，对传播麻醉

知识、公众科普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５　 《临床麻醉学杂志》聚焦麻醉学发展前沿，发表

论文质量稳步提升

　 　 ２０２２ 年《临床麻醉学杂志》共刊出论文 ２９０ 余

篇，其中论著 ２２０ 余篇。 由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

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图书馆联合研制的 ２０２２ 年

《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

术）》显示，《临床麻醉学杂志》位列外科学期刊中的

Ｑ１ 期刊，并在 １１０ 种期刊中排名第 ７。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底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２０２２ 年版中

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显示，《临床麻醉学

杂志》核心总被引频次 ２ ４７６，核心影响因子 １ ３３２，

综合评价总分在 ２２ 种外科学综合类期刊中位列第

４。 ２０２２ 年本刊有 ７ 篇论文获得 Ｆ５０００ 收录证书。
有 １ 篇论文荣获 ２０２２ 年度中华医学百篇优秀论文。

记得《临床麻醉学杂志》第一任总编辑李德馨

教授曾经表述：麻醉学科的发展，可以用两个字加

以概括，即“控制”。 如今，我们不仅可以很好地控

制疼痛和意识，我们还能十分自信地动态监测和调

控患者的生命体征，诸如血压、脉搏、呼吸、体温，以
及酸碱平衡、电解质和内环境紊乱等。 学科如今的

自信源于同仁们数十年来的不懈追求和艰辛所获，
让传承成为一种习惯，让创新成为一种必然。 有了

近“优”，尚需远虑。 现代医学的发展，需要一个更

加强大、更能担当的麻醉科。 患者就医感受和良好

转归，更需要麻醉科和多学科交叉融合，我将无我，
一切为民。 不论有我，还是我将无我，麻醉学科的

未来，更多的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和踏实作为，少说

多做，有为才能有位，作为才能体现存在和价值。
麻醉学科需要自信自立，要实现学科高质量发展，
机遇和挑战并存，办法和困难同在。 尽管取得一些

成绩，但是坦而言之，麻醉学科建设全国范围仍然

存在着优质资源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与兄弟友邻

学科比肩仍然难言乐观。 自身对照，进步显然。 未

来征程，信心满满，只要执着和对专业的热爱，机遇

总比挑战多，办法总比困难多。 有了国家和上级主

管部门的重视和支持，有了友邻学科和广大患者的

需求和期待，更有全国麻醉同道的齐心与协力，中
国麻醉学科高质量发展必将进入快速提升的良好

态势。 新年伊始，新的气象，新的追求，新的起点。
２０２３ 年，不忘初心，昂扬精神，砥砺前行，见证未来。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 １２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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