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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科的大医世界
▲ 中国优生优育协会  段晓宏

医学·大家医学·大家

10 月 15 日上午，北京宝秀兰爱儿门诊部张

灯结彩、热闹非凡。一位精神矍铄，面容清逸，

思维敏捷的 90 岁老人与她的弟子及同事们欢聚

一堂，共同庆祝自己从医 65 周年。她就是中国
优生优育协会婴幼儿发育专委会荣誉主任、我国
泰斗级儿科专家鲍秀兰教授。

“正如宋庆龄先生所说的那样，她一生践

行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

一切’的诺言。”庆祝会上，中国优生优育协会
戴旭光会长动情地讲到，在 60 多年从医实践、

半个多世纪服务儿童、毕生为人口素质作贡献的

历程中，鲍秀兰教授用她的挚爱、情怀、智慧和

心血，诠释了“小儿科里的大医生”角色，形成

了具有“中优人”特色、值得业界后辈长久学习

的“鲍秀兰精神”：爱祖国永葆初心，爱孩子如

同生命，爱本职力践精诚，爱团队倾心传授，爱

事业毕生奉献。在致辞最后，戴旭光用一首小诗

向鲍秀兰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家三代的生命守护神一家三代的生命守护神

 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鲍秀兰分

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当住

院医师，1962 年调到北京协和医院儿

科，历任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

任医师和儿科教授，鲍秀兰的生命与

儿科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心就

像犁尖那样扎进了这片热土，再也没

离开过儿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小儿麻疹、

乙型脑炎、腺病毒肺炎等传染病在国

内流行，吞噬了不少儿童的生命。当

年儿科收治的几乎全是患各种急性传

染病的孩子。鲍秀兰同全科医护人员

不分昼夜、竭尽全力救治患儿，从死

亡边缘上夺回了大批患儿的生命。

一天，一个患脊髓灰质炎的孩子

呼吸肌麻痹。由于没有呼吸机，时任

儿科主任周华康教授便组织科室人员

制作了一个连接气管插管的皮球，鲍

秀兰作为抢救团队的一员，与同事们

一起昼夜不停地以每分钟 30 多次的频

率捏皮球，以维持孩子的呼吸。“纯

手动呼吸机”就这样整整运转了一个

月，孩子的病情终于得以好转。《人

民日报》曾以《水晶般的心》为题对

此事迹进行了报道。

待人宽厚温和、医疗技术高超，

鲍秀兰在65载从医路上收获了大批“粉

丝”，有的家庭甚至两三代人都找她

看过病。

行走在临床诊治和科普的道路上行走在临床诊治和科普的道路上

鲍秀兰救治的是孩子，呵护的是

“花朵”，对孩子的爱让 90 岁高龄的

她依旧活跃在临床与科普的第一线，

全身心致力于婴幼儿早期发展和早期

干预的多学科研究，她为自己还能为

婴幼儿健康成长、为患儿解除痛苦出

力而感到幸福，为能继续发挥余热培

养年轻一代而感欣慰。

“写书、微博、微信、抖音……

只要做得过来我都愿意做。”作为耄

耋老人、资深专家，鲍秀兰迫切地觉

得自己有义务把所有知识贡献给人们。

她得知许多孩子的父母通过网络渠道

来了解育儿知识后，便利用网络开设

了新浪微博和抖音号，用网络和新媒

体“传道授业解惑”，成为国内较早

一批开展在线咨询的专家之一，她用

行动拓宽了生命的长度和宽度，用精

神烛照着事业的时间和空间。

鲍秀兰在微博上坚持答疑，让她

成为深受众多爸爸妈妈信赖的泰斗级

育儿专家。从 2010 年至今，她的微博

答疑没有停止过一天，成功安抚了成

千上万名家长的担心和疑虑，在家长

们的心中，鲍秀兰是可亲可爱的鲍奶

奶，就像自己孩子的亲外婆、亲奶奶

一样可靠、温暖。

9 月 13 日 9 时 11 分，穿上手

术服，披上铅衣，围上铅脖，贵州省

人民医院心电生理研究室主任杨龙从

容走上属于他的“战场”。

等待杨龙的是一场心律失常射频

消融手术，在笨重的穿戴下，在充满

射线的环境中，在直径数毫米的血管

中实施长达数小时的精微手术，其中

的艰辛和风险可想而知。也正因那一

身铅衣，那一种以自身健康换取无数

患者健康的壮烈，导管室的医生也常

被称为“铅衣战士”“铅衣侠”。

学成归来 填省内多项空白学成归来 填省内多项空白

2008 年，杨龙获首都医科大学

内科学（心血管病）医学博士学位，

并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和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博士后。

留在北京，进入中国最顶级的

心血管病专科医院继续自己的职业生

涯，从职业角度看，这是杨龙最好的

选择。但他却说：“我的专业是心脏

电生理，北京这方面的人才很多，在

贵州却很少，省内很多老师、同事也

希望我回贵州。”回望这个决定，杨

龙说：“有遗憾，但不后悔。”

这个决定改变了杨龙的职业生

涯，也改变了贵州对复杂心律失常疾

病的诊疗水平。2015 年，杨龙带领

团队已经能独立施行世界上几乎所有

类型的复杂心律失常手术，且手术全

部成功，填补了省内该领域多项空白。

身披铅衣 与射线一室“共舞”身披铅衣 与射线一室“共舞”

在心脏介入手术中，医生会暴露

在充满辐射的环境中。杨龙介绍，根

据国家相关标准，一个非从事相关工

作的普通人，每年接受的射线量不应

该超过 20 毫格雷。

“但是我们做一台手术，随随便

便就是几百毫格雷，做冠脉支架手术

因为全程都要 X 光机辅助，射线量更

是达到几千毫格雷，铅衣的防护率只

有 70% 左右，主要是保护一些重要腺

体部位。”杨龙说。所幸，随着设备

的更新和放射技术的进步，手术中曝

光的射线量和散射在减少，对医生身

体的影响也在减小。

“医”脉相承 为基层医疗育才“医”脉相承 为基层医疗育才

2012 年以来，杨龙团队已完成

心律失常疾病射频消融治疗 1 万余

例，其中包括特殊患者如孕妇心律失

常的零射线消融、小儿和高龄老人复

杂心律失常消融、急性心肌梗死室速

电风暴的消融治疗等高难度挑战。

带着先进的诊治理念和手术技

能，杨龙团队的足迹遍及全省各地，

指导、培养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治疗术

者 30 余人，指导 30 余家医院开展心

律失常射频消融治疗，其中近 30 家

目前已经独立开展该项工作。

总结近 30 年的从医生涯，杨龙

平淡地说：“我接诊过许多患者，每

一个我都认认真真对待了，这辈子没

有白干，没有虚度。”

医者·感悟医者·感悟

直面心中的恐惧直面心中的恐惧
▲延安市人民医院医务部 李艳

读高中的时候，我的婆婆突然出现站

立不稳、行走费力，一生好强的她直到几

次摔倒后，被家人问起才说不太舒服。县

医院拍了头部 CT 后，发现是严重的脑萎

缩，医生说没什么特别好的治疗手段，开

了些口服药就让她回家了。

随着病情一天天恶化，婆婆开始出现

记忆力下降、大小便失禁，每天吵着要安

眠药，攒了几片后被警觉的爷爷从床褥下

搜了出来……半年多后某个平平常常的一

天，她独自一人在家时安静地走了。葬礼

上，我没有嚎啕着哭灵，甚至没掉一滴眼

泪，心里默默说：走吧婆婆，这段时间过

得太辛苦了，我以后一定要做医生，不再

让至亲走得这么痛苦。

言传身教  学习纯粹医学言传身教  学习纯粹医学

从重庆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毕业后，我

在机缘巧合下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内科规培

三年，并在这里遇到了导师——老年医学

科刘晓红教授。她教导我，在为老人诊疗

时，不要只盯着疾病，更应该关注整体功

能的发挥；不要老想着把病治好，因为很

多老人的病不可能治好，只要维护功能够

用就行了。规培期间，老师们的言传身教

也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纯粹的医学。

规培结束后，我辗转来到重庆市第六

人民医院，并在这里找到了归宿，主任、

护士长把科室氛围打造得如同大家庭一样

令人安心愉快，科室还开设了安宁疗护病

房，帮助患者平静离世。很多家属在患者

离世后会送来锦旗，我也因此获得了独有

的成就感。

初心不改  实现人生意义初心不改  实现人生意义

2021 年，我再次前往北京协和医院

老年医学科进修，参与了老年综合评估的

进阶培训，通过一学期舒缓医学课程，系

统地学习安宁缓和医疗理念，明白了要先

让自己舒缓下来，才能去帮助别人。通过

跟着宁晓红教授出门诊，感受到沟通的力

量，也看到缓和医学为患者和家庭带来的

实实在在的帮助。

回到医院后，得益于全民生命末期品

质照护课程（QELCA）培训的契机，我在

院内找到了多学科团队的伙伴，大家一起

学习探讨，获得更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回首过往，我从医的初心从未改变，

能够通过学习以及实践去帮助更多有需要

的人，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成为安宁疗护工作者后成为安宁疗护工作者后
▲ 口述 / 重庆市第六人民医院 黄霞  整理 / 北京协和安宁缓和医疗组 黄文琛

与救死扶伤时的勇敢形象不同，

见惯了生死的医务工作者在生活中

也会面临许多的恐惧情绪，这种情

绪不易被发觉，也缺少宣泄的机会，

却在悄然影响着我们的心理和行为。

那么，医务人员应如何理解并积极

面对自己的恐惧情绪呢？

首先，要学会看见自己。要积极、

正面地关注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

从而找到恐惧的根源，放松一点，

试着与自己对话，也试着接纳不够

完美的自己；其次，要愿意接受专

业的心理咨询或者寻求同行的支持，

打开自我情绪的闭锁状态，从而实

现自我感情张力的修复；再次，要

允许恐惧发生，但不给负面情绪留

下潜藏和积压的机会。如果与人倾

诉、表达都不容易实现的时候，可

以通过写日记、自我对话等更为私

密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运动、

学习、社交等方式转移和宣泄。最后，

学会在恐惧中获得力量。在自我成

长的过程中，通过职业反思和自我

反思，获得更多力量，助人助己。

专栏专栏 缓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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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患者心跳的“铅衣战士”守护患者心跳的“铅衣战士”

医者·故事 医者·故事 

▲ 贵州省人民医院 邱焰扫
一
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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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名医鲍秀兰，大爱无垠技精湛。儿科名医鲍秀兰，大爱无垠技精湛。

有求必应学如来，无私救娃效神仙。有求必应学如来，无私救娃效神仙。

痴痴深情多故事，滚滚尘世尽美谈。痴痴深情多故事，滚滚尘世尽美谈。

感动众生行三优，强根固本助梦圆。感动众生行三优，强根固本助梦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