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担任学会会长

期间，设立青年委员会（青

年学组），将呼吸学科优秀

青年人聚集于此，让优秀青

年拥有更多学习、交流、锻

炼的机会。”钟南山院士指

出，“呼吸青委进校园”是

个一举多得的活动，既可以

锻炼青委们的组织协调能

力，让青委们从科研、临床

中的佼佼者，向着更为全面

的方向发展，又可以和地方

分会的青委、医学生展开面

对面的交流活动，把呼吸学

科最新的研究进展带入地

方，还可以让医学生领略呼

吸学科的魅力，从而对呼吸

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

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

士发来视频致辞，他指出，

呼吸系统疾病是常见病、

是多发病，也是各个系统

中最为严重和突出的疾病。

“呼吸学科担负着特殊的、

重要的使命和责任，是一

个如此可爱和值得为之奉

献、为之投入的学科。”

王辰院士说：“呼吸学科

正在向着强学科和先进学

科迈进，青年人是呼吸学

科发展的未来，要让医学

生在本科阶段就了解呼吸

学科的重要性，喜欢呼吸

学科、选择呼吸学科，为

呼吸学科积淀更多人才。”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主任委员瞿介明教授

从新冠疫情给呼吸学科带

来的挑战，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以及呼吸学科重点发力方

向三个方面深入剖析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学科发展

策略。

瞿介明教授指出，青

委是学科发展接力中的重

要一棒，“呼吸青委进校园”

活动的宗旨是希望吸引优

秀学生加入到呼吸学科的

发展和传承，能够一批接

一批、一代接一代，从青

年医生成长为学科人才，

共同把学科建设好，造福

人民健康。

“在几代呼吸学者的

共同努力建设之下，呼吸

学科的发展已从 1.0 版，

迈 入 到 2.0 版。” 瞿 介 明

教授表示，当前呼吸学科

正从大学科走向强学科和

先进学科，在这一发展过

程中，要不断吸引优秀人

才，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

方略，科学谋划创新人才

的培育体系；也要深入开

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借

力研究平台为科技成果的

孵化和转化发力。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李时悦教

授表示，当前的呼吸学科

青年医师是与新时代共同

前进的一代，广大青年医

师生逢其时，同时也肩负

重任。他指出，“呼吸青

委进校园”是难得的机会，

广大青委和青年学生应珍

惜交流机会。青委是呼吸

学科的优秀年轻一代，更

是呼吸学科的未来，南山

班的学生更是优秀的医学

生，希望以青委进校园为

平台，建立学生与呼吸学

科的连接，吸引有热情、

有理想的青年医学生加入

呼吸学科、共同建设呼吸

学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院长黄锦坤表示，在

医学领域，青年学组承担着

承上启下的作用，传承上一

代优秀传统的同时，也在用

自己的言传身教切实影响

着刚刚迈入呼吸学科和准

备迈入呼吸学科的青年人，

是呼吸学科的中坚力量。老

中青三代共聚于此，面对面

交流，能够充分激发更多青

年医学生对呼吸学科的兴

趣，让更多人了解呼吸学科、

选择呼吸学科。

作为医学工作者，有两个翅膀，一个是临床，一个是

科研。只有两个翅膀都硬、都强，才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只有临床和科研齐头并进，青年呼吸学科医师才能迸发超

强的后劲，取得更大的进步。青年医生应如何树立科研思维、

开展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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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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青委进校园”（第二站）  走进广州实验室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呼吸学科的未来令人心潮澎湃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刘则伯）“呼吸学科是如

此可爱的学科，值得为之付出”“呼吸学科的未来令人

心潮澎湃”“呼吸学科拥有无限魅力”。5 月 10 日，由

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办，广州实验

室、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

国家呼吸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协办

的“呼吸青委进校园”活动在广州召开。

十余名呼吸青委、三十余名广州医科大学南山班的

医学生，共同走进广州实验室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与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钟

南山院士一起就呼吸学科的未来、如何做好临床科研、

优秀人才是怎么来练成的等话题展开讨论。

呼吸学科肩负使命与责任

钟南山院士、瞿介明主委、李时悦副主委等专家与呼吸青委及南山学子在一起钟南山院士、瞿介明主委、李时悦副主委等专家与呼吸青委及南山学子在一起

科研与临床是医学发展的一双翅膀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青年学组委员、广州

呼吸健康研究院关伟杰教

授开始读博时才有了第一

篇论文，博士在读至今，

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脉一般，

科研成果已是硕果累累。

这些硕果是如何“长”出

来的呢？

第一，要敢想敢干，

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

兵不是好兵”，同理，不

想发论文、不想在大会上

发表报告的研究者，也不

是好的研究者。做研究要

充分参考前人基础，同时

还要抓紧时间敢想敢干，

要有极强的自我驱动能力。

第 二， 在 学 生 时 代

要为后续发展打好基础。

学生时代看似时间紧张，

但远比工作后的时间要轻

松、自由，在学生时代，

应努力学习，为临床工作

打好基础，使得未来的临

床工作更加轻松自如、游

刃有余。

第三，要有思考的习

惯，要有意识地培养独立

思考的能力。在学生时代，

导师会早早确定论文选题，

有人会早早开始准备，也

有人会选择在临近的一个

月，拿着论文题目，闭门

造车，东拼西凑。尽管结

果都是完成了论文，顺利

毕业了，但匆忙拼凑的论

文总会有些遗憾，并且，

还失去了一次与科研近距

离接触的机会。作为学生，

一是要珍惜进行科研的机

会，多进行文献阅读，培

养自己的科研思维，制定

科研计划，二是要做好时

间规划，对未来学习、科

研任务有一定的预见性，

主动出击。

科研临床相结合
深圳市呼吸疾病研究

所所长陈荣昌教授表示，

表示，临床医学的进步来

源于科研，临床医师是科

研的主力军，只有临床医

生最了解临床的需求，高

水平的临床医师重要标志

是可以发现并解决临床上

困难和有争议的问题。所以，

医生也需要有科学严谨的

思维，善于对临床中发现的

问题展开探究，通过研究

的数据来回答未知和有争

议的问题，研究的结果将会

为临床提供新的诊疗方法，

形成新的指南，这是驱动

临床医学进步的动力。“有

些医生治疗某种疾病的效

果很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如果仅作为一人掌握的经

验，最多只能帮助该医生

获得成长。如果把这个经验

用科学实验进行论证、总结，

变为科研成果，那么将有

可能带动团队乃至整个学

科的发展。”陈荣昌教授说。

为改善临床实践而进行科研
在中华医学会呼吸病

学分会青年学组副组长侯

刚教授谈谈及开展胸膜疾

病临床研究是源于刚进入

临床工作时遇到的一些问

题，例如，本科临床实习时，

接诊一例包裹性胸腔积液

的患者，仅通过叩诊、听诊，

凭借经验进行诊断性穿刺

抽液，医患双方都紧张。

另外，他在开展可弯曲胸

腔镜技术过程中由于患者

胸膜黏连导致取材不佳延

误诊断。 侯刚教授围绕着

改进胸腔积液诊断技术开

展了一系列的临床研究。

侯刚教授开展了超声

弹性成像技术用于恶性胸

腔积液诊断的系列研究，

解决了缺乏恶性胸膜疾病

传统超声特征患者活检部

位 , 选择的难题，使恶性胸

膜疾病的超声引导胸膜活

检的灵敏度得到提升。

从病例中发现科研思维
深圳市人民医院史菲

教授表示，解决一个科学

问题，既要有学习能力，

又要有创新能力，更重要

的是要有一双慧眼，找到

解决问题的思路。要回归

到临床中去。史菲教授讲

述了一个气促伴意识模糊

的病例，单侧下肢肿胀，

有新近骨折史，既往糖尿

病病史。导致患者呼吸急

促的原因是什么呢？肺栓

塞？消化道出血？贫血？

患者一波三折，最终还是

确诊了消化道出血，进行

了胃大部切除手术。“这

个病例为我们带来一些思

考，患者出现急性呼吸困

难时，除了考虑肺栓塞，

也不能漏了出血性疾病，

既有出血又需要抗凝时，

应如何平衡？”史菲教授

表示，要想做好临床科研，

要有思路，也要有更多的

好奇心，可能也要比别人

付出更多的努力。

经验之谈

敢想敢干
做好临床和科研

热点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