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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问前程几许，只顾风雨兼程。

2015 年，徐兵初至厦门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时，血液科的基础还

十分薄弱。人才储备不足、没有创

新医疗技术、科研成果不足等一系

列问题，都让他意识到，血液科发

展已经迫在眉睫。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

辍，则未来可期。徐兵立志五年内

带领科室跻身全国一流。或许这条

路有密布的荆棘，有重重的阻碍，

可这从未动摇过他前行的决心。徐

兵凝聚团队之力，用精湛的医术带

领科室开始全新的前行，不断积累

重难症临床经验，开拓创新，攻关

血液疑难问题。在整个团队夜以继

日的奋斗中，血液科一系列科研工

作获得了重大突破。

2015 年，血液科每年出院患

者仅 2000 人次左右，而 2022 年，

已增加到 8000 余人次；曾经，本

地患者更多是远赴外地求医问诊，

而如今，更多是外地患者慕名前

来；科室在徐兵的带领下，打造出

一支博士比例高达 80% 以上的卓

越人才梯队，他还将所学倾囊相

授，育之以术，喻之以德，为科

研发展夯实了牢固的基础。如今，

科室已成为省内领先、国内有较高

影响力的血液病医教研中心，中国

医院科技量值血液专科排名从 300

名开外跃升为目前全国 30 强，迈

入国家血液病一流学科行列，同时

学科也进入复旦版中国医院专科

声誉排行榜。

滤泡淋巴瘤是最常见的惰性淋

巴瘤，针对国内普遍存在误诊率高、

治疗过度或不足等问题，徐兵牵头

成立“中国滤泡性淋巴瘤工作组”，

开展一系列高水平的真实世界研究

和转化研究，创建了符合中国国情

的滤泡性淋巴瘤规范诊治体系，执

笔制定了国家肿瘤质控中心滤泡性

淋巴瘤的国家质控标准、牵头制定

中国滤泡性淋巴瘤诊断与治疗指南

（2023 版），参与制定 CSCO 淋巴

瘤诊疗指南，并在国内 200 多场大

会做专题报告推广和经验分享。这

些成果标志着科室在该领域的全国

领先地位，同时，厦门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血液科也荣获“2022 年

CSCO 淋巴瘤患者全程管理项目优

秀单位”和首批国家淋巴瘤规范诊

疗质控试点单位。

对于徐兵而言，他从不是止于

过往的人，他的目光永远停留在更

远的地方，他坚信，科研才是医学

的明天，在医学的科研道路上一路

狂奔，在荒芜的领域里，开出属于

生命奇迹的花朵。

作为血液肿瘤的重难点病症，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五年生

存率仅维持在 30% 左右，这个数据

对比其他类型的白血病，并不乐观。

从而也证明了，血液科在 AML 治疗

上亟需取得突破性进展。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为了提高 ALM 治疗效果，

徐兵带领团队全力攻坚，闯过困

难的险阻，打破桎梏的困扰，在

无数的失败中汲取新的经验，历

经十余载岁月的钻研与探索，构

建高危难治 AML 早期精准诊断新

体系，创建高危难治 AML 的治疗

新方案，开发了针对 AML 干细胞

的治疗新策略，使高危难治患者

五年生存率显著提高，且副作用

较小，显著减轻患者和医保负担，

获得良好的社会反馈，研究最终

取得了突破性显著成果。

“高危难治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的早期诊断和干预新策略”这一研

究荣获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目前，项目成果已在国内 19

个省市 23 家三甲医院推广应用，

显著改善高危难治 AML 的预后，让

更多 AML 患者在生命荒漠中，重见

希望的绿洲。

71 岁的林女士，曾在 2017 年

被首次确诊为弥漫大 B 细胞淋巴

瘤，经过系统治疗，病情虽然得到

了完全缓解和控制，但 3 年之后，

疾病再次复发，且合并骨髓累及。

根据其基因测序结果，并经过

综合性考虑，徐兵向患者提出了高

效低毒的靶向治疗方案，这不仅极

大减轻了恶性肿瘤治疗过程中所遭

受的痛苦与折磨，也让患者病情得

到长达一年多的缓解，极大的提高

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2022 年初，林女士病情再次

恶化，复查骨髓中肿瘤细胞累及比

例高达 80%，病情十分严重，且患

者已是 70 多岁的高龄，合并严重

的肺部感染和心功能不全，无论是

身体的生理状态还是手术的承受能

力都并不理想，很难接受大剂量化

疗以及自体移植等治疗，另一方面

则是复发的肿瘤合并淋巴结以及骨

髓累及肿瘤负荷重。复杂的病况，

对于徐兵以及整个治疗团队而言，

无疑是一份挑战。

在经多学科联合会诊讨论，并

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充分详细沟通

商讨后，徐兵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为患者实施 CAR-T 细胞治疗。虽

然 CAR-T 细胞治疗已于 2021 年在

我国获批，但福建省还不曾有过治

疗的案例。没有经验，便去探寻成

功的途径；没有先例，便去成为引

领前路的先锋。

凭借着迎难而上的开拓精神，

2022 年 4 月 21 日，厦门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血液科开具了福建省首张

瑞基奥仑赛注射液的处方 , 开始了

福建省首例 CAR-T 细胞产品治疗复

发难治性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患

者的治疗。

接受了该治疗方案的林女士，

曾一度出现肺部感染及心功能不全

加重等并发症。但徐兵对于术后不

良反应早已做出周全的考虑和充足

的应对准备，经过厦大附属第一医

院血液科团队近 20 天的悉心护理

和严密监测观察后，患者所出现的

感染和并发症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控

制，肿大的淋巴结显著缩小，难治

复发的淋巴瘤获得完全缓解，其他

心肺等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林女士

也于 2022 年 5 月 8 日母亲节当天

康复出院。目前随访 1 年半，患者

依然处于完全缓解状态，徐兵这次

成功的尝试，不仅解除患者顽疾，

也给一个家庭带来幸福。

通过此次手术的成功实施，厦

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不仅填

补了福建省商业化 CAR-T 细胞治疗

的空白，也积累了宝贵的临床经验，

也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曙光。徐

兵就像时代前沿的医学战士，在患

者绝望人生的深渊里打响生命的保

卫之战。

国之名医，时代之光。忠于己

心的付出，脚踏实地的前行，徐兵

在血液肿瘤领域一路走来，是患者

的希冀之光，是医学的开拓之光，

是学生的引路之光，他始终忠于自

己所说的那样，医学是今天，科研

是明天，教学是后天，在日复一日

的笃行之中，以丹心为矛，仁者无

畏，在患者绝望的荒漠中，赢得生

命绿洲的保卫之战。

仁者笃志血液内科  聚力引领跻身一流仁者笃志血液内科  聚力引领跻身一流

攻关 AML 治疗难题  突破性成果创先河攻关 AML 治疗难题  突破性成果创先河

敢为人先  开展福建首例商业化 CAR-T 细胞治疗敢为人先  开展福建首例商业化 CAR-T 细胞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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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第六届“国之名医”盛典如期举行。来自全国 130 个

学科（含亚学科或重大疾病组）的 305 名优秀医生入选第六届“国之

名医”系列榜单。其中，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徐兵教授

凭借其高超的医学水准，卓越的科研成果，良好的患者口碑斩获“国之名医·优

秀风范”荣誉称号。

徐兵扎根血液科 30 余载岁月，他是生命的精算师，在消灭肿瘤与生命安全

的药量天平上毫厘斟酌 ; 他是学科的先行者，曾牵头参与制定 30 多部国内外淋巴

瘤和白血病专家共识或指南，积极倡导疾病诊疗的规范化，科学化及个体化；他

也是科研路上的领头人，以第一完成人的身份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8项，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 6项，以第一获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90 多篇，

总影响因子超过 550 分，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6项。

过往那些默默耕耘的时光，在此时有了熠熠的光辉，曾经在生命博弈中的力

挽狂澜，恍若岁月中镌刻的不朽篇章，铭记着这位血液战士，跌宕起伏的传奇时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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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医学是今天，科研是明天，教学是后天，如果没“医学是今天，科研是明天，教学是后天，如果没

有一个科研，没有新的技术来突破，那么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科研，没有新的技术来突破，那么永远不可能

引领这个学术的发展。”引领这个学术的发展。”

——徐兵教授——徐兵教授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团队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