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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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团队中一名医生

的闹钟准时响起。

不是5:40，也不是5:50。

“因为哪怕多睡七分钟也是

好的，哪怕早起三分钟也能

做很多事情。”李志刚对这

个精确到分钟的设定，感到

好笑又理解。他知道，对于

外科医生而言，每一分一秒

都至关重要。

相较于其他领域，食管

癌手术更是一场对医生体力

与智力的双重考验。它涉及

多个步骤，跨越不同空间，

需要广泛淋巴结清扫和复杂

消化道重建等特点，平均手

术时长高达 5 小时。这种手

术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手术

台上，术后康复同样艰难，

且出院时患者往往尚未完全

恢复，需进一步康复治疗和

营养支持。

这种复杂手术，杨洋一

天要承担三台，李志刚主导

的手术数量更是数不胜数。

面对如此繁重且具有挑战性

的工作，唯有情怀深厚的医

生方能坚持。“外科医生要

肯吃苦，食管外科医生更要

能吃苦。”李志刚说。

成长的道路尽管充满

艰辛，但李志刚依然认为从

医是件相对简单的事，“关

键在于是否能坚持做正确的

事。”

医生需要将患者从一种

不好的状态转变为另一种较

好状态，这种转变往往伴随

着不确定性和压力，能否坚

持下去，是衡量医生专业精

神的重要尺度。这种坚持，

在食管外科领域尤为关键。

李志刚回忆道：“十年前，

我们的食管外科并非主打专

业，此后我们为了改变，默

默耕耘了将近十年。”

辛苦但简单辛苦但简单

在李志刚加入上海市胸科医院之前，杨洋已

经从报道中认识了他。2011 年，李志刚获得美国

胸 外 科 协 会（AATS） 颁 发 的 Evarts A. Graham 

Fellow 荣誉。彼时，AATS 在全球非北美地区遴

选优秀外科医生，提供在北美深造一年的机会，他是唯一入

选者。

2014 年，当李志刚来到上海市胸科医院，并掌舵医院首

个实体化运行的亚专科——食管外科后，还是医学生的杨洋也

就突然找到了发展方向：跟着食管外科共同成长。

▲

《
医
师
报
》
融
媒
体
记
者 

  

杨
瑞
静

本
期
嘉
宾
：
上
海
市
胸
科
医
院
胸
外
科
主
任 

李
志
刚

李
志
刚
从
荒
芜
到
领
先
的
食
管
外
科
奋
斗
史

从
荒
芜
到
领
先
的
食
管
外
科
奋
斗
史

吃苦只是底色，创新

才是团队发展本色。

在中国，食管癌的阴

影笼罩着无数家庭，每年

新发和死亡病例几乎占据

全球总数的半壁江山。其

中，90% 以上都是食管鳞状

细胞癌，大多数患者确诊

时已处于中晚期，难以通

过单纯手术获得治愈；又

因为手术并发症发生率高，

手术繁琐，许多基层医院

望而却步。这些现实因素

使得食管癌患者就医困难。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

李志刚拒绝被现实束缚。

他希望带领医学迈向一个

新的未来：肿瘤患者不再

需要外科手术，药物治疗

成为主要治疗手段。而实

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识

别适合保器官治疗的患者

群体。为此，李志刚团队

正在进行一项全球多中心

临床研究——食管癌保器

官治疗筛选研究，以验证

筛选方法。这项研究在亚

洲乃至全球尚属首创。

回溯到 2019 年，为了

探索免疫治疗在可手术食

管癌患者中的疗效，李志

刚团队于国内牵头开展食

管癌新辅助免疫治疗试验

（NICE 研究）。2023 年，

转化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

权 威 肿 瘤 学 专 刊 Cancer 

Cell，开辟食管癌精准免疫

治疗新赛道。

持续创新是常态。每

年李志刚都会带领团队尝

试新技术，并通过大量临

床实践判断技术可行性：

从开展游离空肠间置和结

肠间置用于特殊食管癌切

除后的消化道重建，到国

内首款治疗胃食管反流疾

病的抗反流磁力环系统临

床试验，再到利用内镜下

黏膜剥离术（ESD）解决气

管食管瘘研究，每一项技

术都在推动食管外科发展。

在李志刚的带领下，

食管外科已经从“默默

耕耘”发展成为业界瞩

目的“一站式”疑难复

杂食管疾病诊治中心，

无论是内镜下治疗、微

创胸腔镜或机器人手术，

还是食管癌综合治疗，

患者都能在一个团队、

一个诊疗空间内接受医

疗服务。自 2015 年以来，

李志刚带领团队完成超

过 7000 台食管手术，包

含各种疑难复杂手术。

对于李志刚来说，这

一切还远远不够。他立志

要将这里打造成为疑难复

杂食管外科的终极治疗中

心，让那些被忽视、无法

治疗的患者在这里找到重

生希望。

一路成长一路收获，

团队光芒与个人光彩相互

映照。

“起码从医院角度来

看，我们食管外科收获非

常显著。”如今已经是主

治医师的杨洋在“吃苦”

中甘之如饴。因为团队发

展不仅为患者带来福音，

同时也为个人的职业生涯

铺设了一条光明大道。在

这个过程中，他甚至创造

了自己的“成名作”。

所谓“成名作”，远

不止于一篇突破性的论文

或是一次创新技术那么简

单。它更象征着一个人在

专业领域的整体形象和认

可度。李志刚发起的这项

“我的成名作”活动，是

要鼓励每位食管外科医生

塑造并拥有自己的标志性

成就。他希望每位团队成

员在快速发展的环境中找

到各自位置和价值，并力

求在国内树立个人声望。

日常工作中，李志刚

会根据每位成员的专业领

域或特长进行个性化指导。

例如，对于像杨洋这样在

科研领域有所建树的成员，

重点会放在临床研究上；

另一位医生刘智超，则专

注于转化医学的探索。通

过这种方式，每个人都能

在自己选择的专业路径上

深耕细作。

“在优秀的团队中共

同成长，其重要性无可比

拟。”李志刚认为，团结

的核心在于让每个成员看

到前进方向和希望。“当

学科发展停滞不前时，团

结便无从谈起；只有保持

快速前进，才能让大家一

起感受发展的喜悦，从而

忽略外界其他诱惑与干

扰。”因此，李志刚致力

于通过推动学科发展，为

团队描绘一个充满希望的

未来蓝图。

左手是“个人成名作”，

右手是团队荣誉。

在食管外科团队日益

强大的同时，李志刚又被

赋予更大责任：担任“中

国胸外科摇篮”——上海

市胸科医院胸外科主任。

李志刚计划将食管外

科的管理经验平移并不断

升级落地到胸外科：

首先需要“不畏难”，

这是前进的基石。食管外

科从一开始便选择挑战复

杂手术，胸外科的发展也

一直秉承这一理念。目前，

上海市胸科医院正致力于

打造一站式诊疗体系，“未

来，一站式病房必将成为

现实，胸外科将在处理疑

难复杂肺癌综合治疗方面

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以数据为支撑

推动临床发展。自食管外

科亚专科化以来，团队便

建立了数据库体系，从而

实现对每位患者情况了如

指掌，并准确预测他们5年

或 10 年后的健康状况。这

种数据与治疗结果之间的

关联清晰可见，为治疗方

案不断改进提供科学依据。

现在，李志刚面对的

是胸外科每年超 2 万台的

巨大手术量，如何科学地

固化这些数据，并对患者

持续随访跟踪，是他面临

的另一重大任务。“所有

信息都应被数据化，这是

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

方向。”

最后，开展临床研究

是不可或缺的任务。“必

须依靠临床研究指导临床

实践。”正如李志刚所说，

一家研究型医院肩负着这

一使命：基于临床研究成

果制定指南。

从默默无闻到备受瞩

目，用一句话来概括上海

市胸科医院胸外科食管外

科专业的发展历程，“于

无声处听惊雷”应是真实

写照。“做医生会十分辛苦，

但也拥有简单的快乐。既

然我们已经踏上这条道路，

并且走得很远，就不要轻

易放弃，立足当下，迈向

更高境界。”李志刚感慨道。

重任在肩，他更忙碌

了。执掌胸外科后，李志

刚将会把更多精力投入肺

癌治疗，借鉴食管外科的

管理经验，计划打造一个

更具特色和差异化的领先

学科，推动胸外科向新的

高度迈进。

被束缚时去创新被束缚时去创新

打造个人成名作打造个人成名作

迈向更高境界迈向更高境界

胸外科团队胸外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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