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症肌无力怎么治？
重症肌无力目前尚无法治愈，但重症肌无力仍然是一种“可治”的疾病，如今其治疗目标就是

达到疾病症状和治疗副作用均最小化的“双达标”理想治疗状态。

传统治疗手段： 

  对症治疗：主要指胆碱酯酶抑制剂，但只能从症状上来改善病情，且长期治疗需联合其他药

物，胃肠道等副作用常见，且不适合心脏病相关患者使用。

  免疫治疗：包括糖皮质激素和其他非激素类的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部分患者减量难以

维持疗效，但长期大剂量使用可出现显著多系统副作用，易导致患者陷入“激素恐惧”依从性不

佳；免疫抑制剂疗效的个体差异较大，缺乏高级别临床研究比较不同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药物选

择主要依赖医生经验。

    挽救治疗：如血浆置换、免疫吸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起效快但是维持疗效的时间相对

比较短，存在安全性和因供给不足导致的可及性问题，且存在感染、肾功能损害等风险。

    手术治疗：主要指的是胸腺切除。伴有胸腺瘤的病人需要尽早把胸腺瘤切掉，伴随有关胸腺

增生的病人需要根据重症肌无力病情控制情况来决定。切除胸腺瘤后，部分患者仍需要继续接受针

对性药物治疗。

创新治疗手段：

新型生物靶向治疗：近年来，新型靶向药物被广泛研究和应用于重症肌无力治疗中。随着靶向

药物的出现，我国的重症肌无力治疗也已进入了生物靶向新阶段。此类靶向生物制剂具有起效迅

速、疗效显著、安全性佳、长期使用降低急性加重风险等特点，能够切实帮助提升重症肌无力患者

生活质量，达到 “双达标”理想治疗状态。

近年来，医院神经内科大力发展重症肌无力亚专科，联合胸外科、眼科、放射科及神经功能检

查室等多名医师组建重症肌无力MDT救治团队，引进先进的重症监护设备，通过开展血浆置换、丙球

冲击、呼吸机辅助通气等治疗手段，成功抢救10余名重症肌无力危象患者的生命，并将更多患者的

病情遏制于危象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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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必须朝着既定目标扎实迈进。”

9月的北京，金风送爽、硕果盈枝。在第四十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全国教育大会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总结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发生的格局性变化，系统阐释教育强国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路径，深刻阐明教育强国建设要正确处理好

的重大关系，系统部署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

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为建设

教育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

族未来；没有哪一项事业像教育这样影响甚至决定着接班人问题，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长治久安，影响甚至

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只有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

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

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代青年学子正当其时。在这个时候，

我们更有责任共同把教育办好、把学生培养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培养一批批栋梁之材。”2024年全国两

会后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校区），语重心长的背后，是总书记对

教育事业的深邃思考和对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殷切期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特别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工作高度重视，始

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新时代以来，总书记先后到许多托儿

所、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学校、高等学校考察并同师生们座谈，给一些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和老

师回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会议等通过一系列涉及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两次出席全国教育大会、主持召开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就建设教育强国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总书记围绕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发表一

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视频贺词时，指出

“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2014年9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

生代表座谈，强调“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

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2016年9月，到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指出“教育

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2018年5月，在五四青年节和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到北京大学考察，指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使命”；2018年9月，出席新时代首次全国教

育大会，系统总结推进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九个坚持”规律性认识，强调“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

义破坏者和掘墓人，绝不能培养出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

2019年3月，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表示“办好思政课，是我非常关心的一件事”，

“我就思政课建设多次讲过意见。我对教育工作在这方面强调得最多”；2019年4月，总书记长途跋涉来到重

庆大山深处，在中益乡小学深情嘱托“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2021年4月，在清华大学建校

110周年之际到清华大学考察，要求一流大学建设“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

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022年4月，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强

锚定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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