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

会主办的中华医学会第十三次全国检验医学

学术会议（简称“2017 全国检验医学大会”）

于 9 月 20–23 日在杭州隆重召开。中华医

学会检验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潘柏申教授、前

任主任委员尚红教授，及副主任委员张捷教

授、郝晓柯教授、王成彬教授、王传新教授出

席新闻发布会，共同分享了中华医学会检验

医学分会（以下简称“学会”）成立近 40 年来

的发展历程、建设成就。

中国检验医学历经几十年的建设与发

展，实验室数量与检验项目不断增加，先进检

测技术和高精尖仪器逐渐普及。这对我国检

验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及操作技能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针对于此，学会开展了城乡对口

支援临床检验技术培训、全国县乡医疗机构

检验人员技术及质量管理培训、基层检验教

育工作。

“自 1979 年成立以来，学会通过不断提

高我国检验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建设，为临

床和患者提供更高质、高效的检验服务。此

外，学会还非常重视与国内外学术团体的交

流合作，为我国检验医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奠定良好基础。”潘柏申教授强调。

为促进实验室管理及相关检测应用规范

发展，学会相继制订了多项检验项目/检测方

法的临床应用建议。仅2017年，就制订发布

了《我国医学检验部门自建检测方法发展与

管理建议》、《三级综合性医院医学检验部门

设置基本要求的建议》、《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患者检测心肌肌钙蛋白的专家共识》。针

对学科交叉热点问题，即将发布《液体活检在

肿瘤临床诊疗中的应用建议》，《液相色谱-

质谱临床应用建议》。

潘教授总结道：“回顾近 40 年来的发展

历程，检验医学虽然取得了重大发展和瞩目

成就，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学会仍将继续关

注和解决检验医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支持

高素质检验人才的教育培养与技术提升，与

多学科、多专业保持密切学术交流和协作，为

推动我国检验医学的不断发展贡献力量！”

郑琪 金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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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氧气是生命的必需品，而高浓度

的氧气则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

35 岁的陈先生是位货车司机，去年下

半年，一次运货经过杭州绕城高速时发生

了不幸，重型颅脑损伤，送至浙江省中医院

下沙院区抢救，但手术后一直昏迷不醒，通

过药物治疗、情感刺激等多种方法，持续了

10 个月都没任何反应。眼看着再过 2 个月

到了一年的期限，过了这个时间能苏醒的

机会就相当渺茫了。于是，全院的多学科

专家会诊，讨论评估，并查阅了最新的文献

资料，最终与家属商议后决定给患者试试

高压氧治疗。

“我们的治疗是周一至周五每天一次，一

次治疗时间为1小时。”该院神经外科副主任

张昕说，两个星期之后，奇迹发生了，先是手

指开始动了，接着他睁开了眼睛，然后眼睛还

能跟着人走的方向活动，临床上认为他这样

已经算是恢复意识。而后来又经继续治疗 8

个星期，他竟然可以下地走路了，如今已基本

康复回家。”

据介绍，省中医院下沙院区地处杭城东

部，承担杭城东部及周边县市的医疗救治任

务，急救创伤中心每年要接诊大量陈先生这

类重型颅脑损伤的患者，一般是在过了急性

期后，他们都会通过高压氧治疗来帮助患者

的康复，再结合针灸、推拿等中医治疗手段，

使得高压氧治疗效果更优。

而除了脑外伤病人的康复之外，张昕副

主任表示，高压氧治疗还广泛用于脑血管意

外、脑肿瘤、脊柱疾病、一氧化碳中毒、面瘫、

爆发性耳聋等临床上百种疾病的治疗，甚至

于每年高考或是考研之前，不少学生还会借

助高压氧来缓解疲劳和释放压力。

本报记者 何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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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血压日”即将来临，昨日，由浙江省卫生计生委、浙江省心脑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

浙江医院组织的第 20 个“全国高血压日”宣传义诊活动在诸暨举行。参与活动的心血管病专

家指出，近年来高血压发病渐趋年轻化，提醒大家警惕轻度高血压，积极改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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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苗 本报通讯员 王婷 沈佳飞

90后失恋小伙
体检查出高血压

对许多年轻人来说，血压高了不一定自

身有何不适。20多岁的小陈就是没有任何症

状，在体检中发现自己患上了高血压的。“我

还年轻，怎么可能患高血压？”小陈不相信。

可结合他的家族史和生活方式，医生认

为他血压升高一点不意外：小陈首先有高血

压家族史，父母都是在相对年轻的三四十岁

诊断出高血压的。而他平日工作较忙，饮食

也偏重口味。两个月前，小陈失恋后情绪低

落，终日借烟酒浇愁，也不参加运动，经常失

眠 。 体 检 中 ，医 生 发 现 他 的 收 缩 压 达

168mmHg（正常值:90~140mmHg）。

浙江省心脑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挂靠

浙江医院)副主任俞蔚主任医师说，小陈患

高血压就是遗传和生活环境因素共同作用

所致。

“姥姥 40 岁时得了高血压病，母亲 38 岁

时患高血压，开始吃降压药。我今年 35 岁

了，平时工作比较累，每到下午、傍晚时血压

就偏高。”在企业做人事工作的刘女士咨询医

生像她这样的轻度高血压要不要吃药。

专家提醒，即便身体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也要重视这个疾病，因为如果不吃药，不改变

生活方式，几年之后，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风

险将远高于常人。

据悉，所谓“轻度”高血压是指收缩压

140~159mmHg 和 ( 或) 舒 张 压 90~

99mmHg的患者。最近美国家高血压诊断、

评估、治疗联合委员会，在一次新闻发布上作

出了明确的回答，认为轻度高血压，不仅可增

加脑卒中、心脏病发作和肾功能衰竭的危险，

而且是造成死亡的重要病因。

英国研究也表明，即使是轻度高血压，也

会 对 寿 命 带 来 不 良 影 响 。 血 压 超 150/

100mmHg的35岁男性高血压患者，预期寿

命将缩短 16 年。因此，轻度高血压、甚至感

觉“没症状”也决不可轻视。

瘦子不会患高血压
这是误区

此次“全国高血压日”宣传义诊活动中，

浙江省心脑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及浙江医院

心内科主任唐礼江在“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

理”讲座上提到，目前我国高血压患者存在三

种状况，第一种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第二

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却不重视；第三种，知

道自己患有高血压，也有意识在控制血压，但

却不清楚血压在哪个范围内属于正常。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高血压患者对于高

血压常识方面的了解，还远远不够，且部分人

群对于高血压防治的理解，还存在明显误区。

俞蔚提醒大家，在防治高血压中主要有

以下几个误区。

误区一：身体瘦不会患高血压。超重是

血压升高重要而独立的危险因素，但是不代

表身体瘦就不会患上高血压。

误区二：青少年不会患高血压。高血压

是中老年人多见的一种疾病，由于近年生活

水平提高，生活节奏加快，青少年发病率也悄

然增加。

误区三：每天中午血压最高。高血压的

最高点并不一定只是在中午，正常人群及高

血压病人昼夜血压都呈“双峰一谷”的变化，

即上午 8~9 时、下午 4~6 时两个高峰，半夜 2~

3时为低谷。

误区四：血压降了可自行停药。高血压

患者一定要注意即使血压降了，也千万不可

自行停药，不利于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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