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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鼻炎是指在无感冒或

流 感 的 情 况 下 ，患 者 频 繁 出 现

鼻腔瘙痒、打喷嚏、流清水样鼻

涕 或 鼻 塞 等 症 状 ，每 天 持 续 或

累计时长超过 1 小时。慢性鼻

炎 的 常 见 类 型 包 括 过 敏 性 鼻

炎、局部过敏性鼻炎、嗜酸性粒

细胞增多性非过敏性鼻炎和特

发 性 鼻 炎（血 管 运 动 性 鼻 炎）。

老年性鼻炎通常指的是老年人

患 有 鼻 炎 ，而 非 一 种 特 殊 的 鼻

炎类型。

随着年龄的增长，过敏性鼻

炎的症状往往会减轻，许多年轻

时患有过敏性鼻炎的人，步入老

年后，症状可能会自然减轻，甚

至不治而愈。但是，特发性鼻炎

的 症 状 可 能 会 加 重 ，接 触 冷 空

气、冷热交替、刺激性气味、辛辣

食物、饮酒等，都可能导致鼻部

症 状 更 明 显 ，尤 其 是 清 水 涕 增

多。

通过过敏原检测可以诊断

过敏性鼻炎。常见过敏原包括

尘螨、真菌、动物皮毛、草花粉和

树花粉等。常用的检测方法有

皮肤点刺试验和血清过敏原特

异性 IgE 检测。皮肤点刺试验简

便、快速、成本低，但可能受主观

因素影响，且有过敏反应风险，

不适合严重过敏体质者。另外，

老年人皮肤的反应性降低，对刺

激的敏感性不如年轻时，这可能

导致其在皮肤点刺试验中反应

不足，进而产生不准确的假阴性

结果。因此，老年患者可以选择

血清过敏原特异性 IgE 检测，该

检测方法的优点是精确度高、受

外界因素干扰较小，且适用于所

有患者。

当老年人患有慢性鼻炎时，

除了常见的鼻痒、喷嚏、鼻塞、流涕等症状，还可能伴随

其他问题。老年人的嗅觉本身就有所下降，慢性鼻炎会

进一步加剧嗅觉减退。老年慢性鼻炎患者容易出现咳

嗽、咳痰症状，尤其是在早晨起床后，这可能是鼻涕倒流

所致。此外，由于鼻腔黏膜的湿润和加温功能减弱，老

年人还可能出现鼻腔干燥、结痂、疼痛甚至偶尔涕中带

血的情况。

在日常生活中，慢性鼻炎患者应注意以下几点：确

保室内空气流通，保持空气清新，避免接触已知过敏原；

注意保暖，防止感冒；定期使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保持

鼻腔清洁；避免过度劳累，确保充足的睡眠；戒烟限酒，

减少辛辣和油腻食物的摄入；适当进行锻炼，提高身体

素质。

治疗慢性鼻炎的方法一般包括药物治疗、脱敏治疗

和手术治疗。治疗慢性鼻炎的常用药物有鼻喷糖皮质

激素、鼻喷或口服抗组胺药、抗白三烯类药物和胆碱能

抑制剂，这些药物可以起到消炎消肿、抗过敏、缓解鼻塞

和减少分泌物的作用，但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

同时，慢性鼻炎患者要谨慎使用鼻腔减充血剂，如麻黄

素、赛洛唑啉和羟甲唑啉等，以免因长期使用导致药物

性鼻炎。脱敏治疗是一种针对过敏性鼻炎的对因治疗

手段，虽然治疗时间久，但患者在治疗期间可减轻症状，

减少甚至停用其他药物，治疗后效果可延续数年。若药

物治疗、脱敏治疗无效或伴有严重并发症，患者可考虑

手术治疗，如鼻中隔偏曲矫正、下鼻甲部分切除术、翼管

神经切断术等。

（作者分别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我国在研新药数量跃居全球第二位

从创新药看医药研发活力
□ 人民日报记者 申少铁

由 我 国 研 究 团 队 耗 时 8 年 研 发 的 一 款

脑 细 胞 保 护 创 新 药 去 年 底 获 批 上 市 ，用 于

改 善 急 性 缺 血 性 脑 卒 中 所 致 的 神 经 症 状 、

日 常 生 活 活 动 能 力 和 功 能 障 碍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两 款 创 新 药 近 日 获 批 上 市 ，分 别 用 于

卵巢癌和成人 2 型糖尿病治疗……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批

准 上 市 的 创 新 药 达 48 个 ，比 上 年 增 加 8
个 。 我 国 在 研 新 药 数 量 跃 居 全 球 第 二 位 ，

有多款国产创新药在全球上市。

“10 年 来 ，我 国 医 药 产 业 快 速 发 展 ，医

药 研 发 创 新 活 力 显 著 提 升 ，越 来 越 多 的 创

新药获批上市。”清华大学药学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杨悦说。

瞄准临床需求，产学研
医深度协同

18 年 前 ，苏 慰 国 回 国 投 身 自 主 创 新 药

领 域 刚 两 年 ，在 上 海 浦 东 新 区 张 江 科 学 城

一间咖啡馆内，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他

突 然 灵 感 迸 发 ，于 一 张 餐 巾 纸 上 画 下 新 的

化学结构式，成为呋喹替尼的原型。

呋 喹 替 尼 是 和 黄 医 药 历 经 12 年 中 国

研 发 、5 年 全 球 临 床 试 验 、超 20 亿 元 投 入

研 发 的 创 新 药 ，于 2018 年 9 月 在 国 内 获 批

上 市 ，是 我 国 首 款 自 主 研 发 的 抗 结 直 肠 癌

新 药 。 截 至 2024 年 底 ，已 在 中 国（含 港

澳）、美 国 、欧 盟 、日 本 等 12 个 全 球 市 场 获

批 上 市 。 呋 喹 替 尼 海 外 上 市 第 一 年 ，销 售

额 即 达 2.9 亿 美 元 ，全 球 临 床 需 求 潜 力 很

大。

“ 2006 年 以 来 ，和 黄 医 药 在 研 发 上 始

终 坚 持 自 己 的 目 标 和 策 略 ，即 布 局 覆 盖 主

要 瘤 种 产 品 管 线 。”担 任 和 黄 医 药 首 席 执

行 官 兼 首 席 科 学 官 的 苏 慰 国 说 ，比 如 结 直

肠 癌 一 直 以 来 在 全 球 都 缺 乏 有 效 的 治 疗

药 物 ，呋 喹 替 尼 为 解 决 这 一 医 学 难 题 提 供

了 新 的 治 疗 策 略 。 在 和 黄 医 药 现 有 的 产

品 管 线 中 ，在 研 产 品 覆 盖 了 大 部 分 的 肿 瘤

和 联 合 适 应 症 研 究 ，7 个 创 新 药 物 的 逾 15
项研究，将支持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如 何 选 择 药 品 研 发 方 向 ？“ 首 先 应 该

聚 焦 未 满 足 的 临 床 需 求 ，即 患 者 需 要 什 么

药 ，我 们 的 创 新 研 发 就 重 点 攻 克 这 些 领

域 。”上 海 复 星 医 药（集 团）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执 行 总 裁 、全 球 研 发 中 心 首 席 执 行 官 王 兴

利 说 ，复 星 医 药 瞄 准 临 床 需 求 ，已 上 市 10
余 款 创 新 药 ，为 乳 腺 癌 、肺 癌 等 疾 病 患 者

提供更多治疗选择。

开 展 产 学 研 医 融 合 创 新 研 究 是 和 黄

医 药 成 功 的 重 要 秘 诀 。 目 前 ，和 黄 医 药 共

覆 盖 12 条 自 主 研 发 管 线 的 100 余 项 临 床

前 后 和 真 实 世 界 研 究 项 目 ，正 在 多 家 医 疗

机 构 进 行 ，获 上 海 多 项 产 学 研 医 联 合 研 究

课题等支持。

脑 细 胞 保 护 创 新 药 先 必 新 的 问 世 ，也

是 注 重 临 床 需 求 、坚 持 产 学 研 医 协 同 创 新

的结果。

卒 中 俗 称“ 中 风 ”，分 为 缺 血 性 卒 中 和

出 血 性 卒 中 ，我 国 卒 中 患 者 六 成 以 上 是 缺

血性卒中。“对急性缺血性卒中的脑细胞保

护 治 疗 ，是 半 个 世 纪 以 来 的 世 界 难 题 。 脑

细胞死亡越多，未来残疾风险越高。”国家

神 经 系 统 疾 病 医 疗 质 量 控 制 中 心 主 任 、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

说。

先 必 新 由 神 经 与 肿 瘤 药 物 研 发 全 国

重 点 实 验 室 、北 京 天 坛 医 院 、先 声 药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等 联 合 研 发 ，是 中 国 研 究 者 创

造 性 解 决 脑 细 胞 保 护 这 一 世 界 性 难 题 的

中国方案。

“ 药 品 研 发 没 有 固 定 的 模 式 ，关 键 要

从临床需求出发。”杨悦认为，从国际药品

研 发 经 验 看 ，原 创 药 都 是 从 临 床 开 始 的 。

医 生 在 治 疗 疾 病 中 缺 乏 有 效 的 药 物 ，就 是

药 品 研 发 的 方 向 和 动 力 。 当 前 ，大 医 院 对

临 床 试 验 越 来 越 重 视 ，临 床 试 验 能 力 不 断

提升，为创新药研发合作提供了更大机遇。

加大研发投入，吸纳全
球研发人才

“创新，是恒瑞的生命线。没有技术创

新，就没有恒瑞的今天。”江苏恒瑞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孙飘扬说。得益于科技创

新，恒瑞医药从一家生产紫药水的小药厂成

长为中国制药行业的龙头企业。

自 2011年以来，恒瑞医药已有 18款新分

子实体药物（一类新药）和 4款其他创新药（二

类新药）在国内获批上市，另有 90多个自主创

新产品正在临床开发、约 400项临床试验在国

内外开展。

创新药研发既“烧钱”，也耗时间。通

常 10 亿元的研发投入，耗时 10 年只有

10%的成功率。新药研发投入大、周期

长、失败风险高，药企面临巨大考验。

恒瑞医药成立以来，始终把科技

创新作为第一发展战略，持续加大

投入力度，累计研发投入超 400 亿

元。其中，2021 年、2022 年、2023
年研发投入均突破 60 亿元，占营

收比保持在 20%以上，2024 年上

半年累计研发投入 38.60亿元，同

比增长 26.23%。

复星医药在研发投入上也不

遗余力。 2023 年，复星医药研发

投入共计 59.37 亿元，2024 年前三

季度研发投入 39.15 亿元。王兴利

介绍，在自研投入的同时，复星医药

实施开放式研发模式，通过发起设立

和管理产业基金等方式开展研发项目

的孵化和投入，确保药品创新研发的可持

续性。其中，新药创新基金参与方包括社会

资本和地方政府等，首期规模 15 亿元，孵化

了 10家创新药企。

人才是研发的根本力量。药企在加大投

入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研发人才队伍建设。

恒瑞医药在中国、美国、瑞士等国家设立

了 14 个研发中心，全球研发团队超 5500 人，

占公司总人数比重超 1/4，其中近 60%拥有硕

士及以上学历，许多人有在跨国制药公司和

研究机构工作经验。

复星医药研发人员超过 3400 人，其中超

1800人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复星医药成立

全球研发中心，对创新药研发团队及产品管

线进行统筹管理。

如何激励研发人才？恒瑞医药在保障创

新药研发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基础上，建立起

鼓励创新的管理体系，形成支持大胆探索、鼓

励担当作为的鲜明导向。复星医药针对研发

业务特点，形成了创新药研发激励、仿制药

CMC（化学成分生产和控制）研发激励、员工

持股计划等激励机制，持续激励和留住关键

核心研发人员。

“高校需进一步完善培养机制，为药企输

送高质量研发人才。”杨悦建议，药学院应优

化学校课程设置，在传统药理、药剂、药化等

药物研发课程中，增加药品临床试验、药品监

管等课程，提升学生的临床试验实操能力；医

学院可以增加药物研发课程，提升医学生的

药学理论功底。

强化政策支持，激发企
业创新活力

上午 9 点，上海张江科学城内，数万名生

物医药从业人员开始了繁忙的工作。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张江科学城已聚集了 2300 余家

生物医药创新企业，成为全国生物医药产业

链最完整、创新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一系列支持药品创新的政策实施，是张

江科学城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原

因。

2011 年，张江科学城率先提出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改革需求，2015 年上海成为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改革试点城市。目前，张江

科学城累计有超过 20个一类新药作为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产品获批上市。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将药品上市

许可与生产许可分离，允许创新药研发企

业将生产外包给其他企业，在很大程

度上解决了很多创新药企在初创

期的投入问题。”和黄医药执行副

总裁崔 说。

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生

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白名

单 ”制 度 、

生 物

医药特殊物品入境检疫改革等一系列创新制

度，相继在浦东新区试点试行。依托浦东新

区的先行先试，张江科学城不断汲取政策红

利，鼓励创新，加速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好的政策有力扶持创新药企业发展，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推出，让呋喹替尼

至少提前 3年进入市场。”崔 说。

优化审评审批服务也有利于激发药企创

新活力。“对于药企来说，如果审评审批速度

过慢，创新产品无法尽早进入临床试验并及

时上市，很可能错失市场机会。”王兴利表示，

近 10 年来我国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成效明显，

服务专业性越来越强，效率越来越高。

“恒瑞医药的创新成果落地，离不开药监

部门的帮扶。”孙飘扬说，近年来，药监部门构

建了规范的全流程沟通交流制度，指导企业

研发，少走弯路，提高研发

效 率 和 成 功 率 。

例如，恒瑞医

药 平 均 每

年 与 药 品

审 评 中 心

有 150 次

左 右 的

沟 通 交

流 ，得

到 许 多

业 务 指

导。

今 年

1 月 ，国 务

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全面深

化 药 品 医 疗 器

械 监 管 改 革

促 进 医 药 产

业高质量发展

的 意 见》提 出 ：

“ 按 照‘ 提 前 介

入、一企一策、

全 程 指 导 、研

审联动’要求，审评审批

资源更多向临床急需的

重点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倾

斜”；“省级药品监管部门提

出申请，国家药监局同意后，

在部分地区开展优化创新药

临床试验审评审批试点，将审评

审批时限由 60 个工作日缩短为 30
个工作日”。

我国创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和上市申请数

量 不 断 增 加 ，如 何 进 一 步 优 化 审 评 审 批 服

务？杨悦认为，关键是提高审评和沟通效率，

更加有针对性地服务创新药审批申请。一方

面，加强创新药的识别力度，将审评审批资源

向最优价值的创新药特别是原创新药倾斜；

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监管科学，应用人工智能

等先进工具，提升审评审批效率。

图 ① 为 复 星 医 药 研 发 人 员 正 在 做 实

验。 复星医药供图
图②为江苏紫龙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工人在生产小容量注射剂。

人民日报记者 申少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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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认为，春季的养生原则是疏肝理气、调畅情志。

春季属木，与肝相应。肝主疏泄，调畅气机。春季是万物

复苏、生机勃发的季节，人体也应顺应自然，调养阳气，保

持心情舒畅，以助生发之气。可以通过听音乐、散步、瑜

伽等方式放松心情，避免过度焦虑。

养血是春季养生的重要内容。可以多吃一些补血养

肝的食物，如红枣、枸杞、黑芝麻等。春季饮食应多吃植

物的嫩芽和绿色蔬菜，如豆芽、香椿、芹菜、荠菜等，有助

于疏肝理气、清热解毒。适量食用一些辛温食物，如葱、

姜、蒜、韭菜等，有助于驱寒暖胃、促进气血运行。中医认

为，酸味入肝，过多食用酸味食物会收敛肝气，不利于春

季阳气的生发。春季饮食应减少酸性食物，增加甘味食

物，如大枣、山药等，以调和脾胃、增强体质。

春季气温变化较大，特别要注意保暖，尤其是腹部

和脚部避免受寒。春季容易感到疲倦，午休 30 分钟以

内，有助于恢复精力。春季阳气生发，万物复苏，人体

也应顺应自然规律，早睡早起，避免熬夜。充足的睡眠

有助于充盈肝血，增强免疫力。建议合理安排作息，劳

逸结合。

春季养生疏肝理气
□ 宋锟

走进河北省深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共享中药房”，这里储藏、准备、煎煮、包装等功能

区域分明，浸泡后的中药材被送上自动化生产设备，最终形成一包包中药液，再由快递员配送

到深州市各乡镇及村庄。河北省深州市探索“互联网＋中医药”，于 2024年 9月成立“共享中药

房”管理系统，通过共享资源、优化服务流程，实现乡镇卫生院问诊、互联网处方传送、智能煎

药免费配送一体化格局，让城乡群众“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图①为深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共享中药房”，工作人员在调配中药。

图②为工作人员在深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共享中药房”内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②②

①①

②②

①①

改善春季花粉过敏 新华社发 德德德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