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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第一届全军老年多器官疾病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2年10月28日--31日)

由全军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

血管病研究所和福州军区总医院承办的第一届全军老年多

器官疾病学术研讨会暨老年心血管病药物治疗新进展学习

班于2002年10月28--31日在福州召开。出席本次大会的

军地老年医学工作者共100多人。大会收到论文140余篇，

其中40篇在大会上发言交流。在进A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今天，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的需求越来越大．对健康长寿和生

恬质量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老年医学也在加速发展，将

由高度分工，向高度综合、高度边缘交叉发展。由过去的专

科治疗发展到更高层次的通科整体治疗。“一人多病”是当

今老年人发病的重要特征和发病规律。老年群体多数患有

多脏器疾病，多种疾病相互影响。据统计，老年患者大多患

有2种队上疾病，有的甚至同时患有9种重大疾病。但各科

医师往往只擅长或只专注于某一专科疾病，不善于对同时并

存的多器官疾病的综台诊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往往顾

此失彼，从而严重影响到老年病的诊治效果．增加了诊断与

救治的难度，甚至导致误诊误治。为应对新世纪我国发展迅

猛的老龄化趋势，促进我国我军老年医学的全面发展．我们

召开首届全军老年多器官疾病学术研讨会，今后还将陆续举

办类似的学术会议。

大会以老年多器官疾病及多器官功能不全为主题，分别

从基础和临床角度对老年医学的各个领域进行充分的交流

和讨论。本着开拓创新的精神，本次大会还开辟了全新的老

年多病因性心力衰竭等专题讲座。现将大会的主要内容及

热点综合报道如下。

在老年多器官疾病和功能衰竭专题方面，王士雯院士结

合国家重大科研项目“973”申报过程，通过对千余例老年多

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病例分折，详细阐述老年多器官功能衰

竭的发病，临床特征，处置与预后，针对尚未明确的防治靶

点．如诱因，首发器官等，前瞻性地提出未来基础与临床科研

设想和方案，并着重就肺作为多器官功能不全启动器官学说

进行论证和阐述。同时强调应提高我国老年医学科研水平，

深人指导老年医学的发展。卢才义等对68侧老年肺部感染

的回顾分析表明，18％的老年急性肺感染以急性左心衰竭为

首发表现；因肺部感染发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者达37％；当

原有慢性支气管炎或心功能不全患者继发肺感染时，总病死

率明显增加。汪荷、吴英等分别对95例老年肺心病并发多

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肺感染致病菌，器官受累数目与预后等

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组诱发肺心病患者多器官功能衰

竭的肺部感染主要致病菌有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太

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及混合真菌。当慢性肺心病台并多

器官功能衰竭时，病死率随受累器官数目增加而明显升高，

1，2，3个器官受累的病死率分别为32 7％～38．5％，25％～

47 1％，42 2％～85 7％。4个器官以上衰竭的病死率几近

100％。刘吉林，彭玲等对87例老年急性脑卒中并发多器官

功能衰竭的临床资料分析表明，多器官功能衰竭主要发生在

卒中后4h至14d期间，以1周内发生率最高(63％)。卒中

部位越靠近基底节及丘脑，卒中后脑功能分级越低，多器官

功能衰竭的发生率越高。谢福安、余毅通过对老年人病理生

理和各种器官功能老化的综述，系统阐述老年多器官疾病的

合理用药问题。强调老年人中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达

58 7％，与药物不良反应相关的死亡率达23．9％。薛桥、朱

庆磊等报告D一半乳糖致衰老大鼠的多器官功能变化的系列

研究结果，为多器官功能衰竭防治提供部分实验依据。

大会还举办了老年心血管病治疗新进展学习班。在老年

急性冠脉综合征方面，李小鹰、石津生、霍勇等分别从诊断，危

险度分层，药物与非药物治疗，早期干预方法等临床热点问题

进行系统阐述。通过分析早期介入治疗“利弊”之争的演变过

程，强调精准的临床科研工作的意义。卢才义等就老年心血

管病介入治疗进展及临床疗效评价进行讲解。赵玉生从临床

实用出发，结合国内外进展，就老年人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

性休克的定义、诊断、处理原则进行介绍，为l临床救治提供指

导方法。白玉茹就脉压与心血管病的关系，指出脉压也是高

血压病治疗的一项重要观察指标。王一镗通过对欧洲急救医

学概况性介绍，对我国老年急救医学的发展提出许多建设性

意见，受到与会代表的欢迎。

王士雯院士还开辟了老年多病因性心力衰竭专题讨论

会。对这一复杂的、发病率逐年增加的老年人常见心血管疾

病所致的l临床综合征，提出从流行病学特征到防治的11项

基础和临床科研计划。最后针对老年人多病因心力衰竭可

能开展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些建议：①中国老年人心衰的流

行病学调查。②中国老年人住院心衰的构成比。③老年人

单病因心衰与多病因心衰的诊断治疗上的特征。④老年人

多病因心衰患病的机理研究。⑤老年人多病因心衰按疾病

构成不同治疗模式的探讨。⑥老年人多病因心衰的预后研

究。⑦老年人多病因心衰的康复。⑧老年人多病因心衰的

心室重构特征。⑨两种以上病因所致心衰的老龄动物模型

构建。⑩多病因心衰的神经内分泌调控机制研究。@老年

人多病因心衰几种治疗策略的选择。强调多中心科研协作，

与会代表反映热烈，纷纷要求加入协作组。

此次大会是我军老年医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件大事。大会

自始至终笼罩着浓厚的学术气氛，提出的诸多创新思想和临

床诊疗指南为全军及全国老年医学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必

将促进老年医学的发展。

注：详细会议论文见《全军首届老年多器官疾病学术研

讨会纪要论文集》

(候允天，赵玉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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