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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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昭寺是藏传佛教信仰者们朝

拜的终点，他们长途跋涉、三步一跪，

心无旁骛且坚定不移。对于远赴西

藏开展义诊的医生而言，究竟是什

么样的初衷驱使着他们不远万里、

不畏高原反应踏上这片土地？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原

副主任、原导管室主任王伟民的答

案是：情怀驱动。“这不仅仅是一

种职业选择，更是责任感的体现。”

在医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

高原地区医疗条件相对滞后。看到

这一差距的王伟民，“就想要帮点

忙”“我们有责任将所学知识应用

于此地，为这里的医疗水平提升贡

献力量。”

这个“忙”，一帮就是三年。

从日喀则到拉萨，从大型医疗机构

到偏远乡镇卫生院，“西藏人人健康”

公益项目的足迹遍布各地。

这一次，王伟民同样“帮了大

忙”。三天内，他成功进行了三台

手术。其中，一位年过六旬的女性

糖尿病患者尤为令人印象深刻。她

因胸痛和心功能不全而多年求医，

造影检查更显示其三支冠状动脉严

重狭窄。但由于糖尿病导致的血管

细小且浅表，当地医生对此束手无

策。患者长期高枕卧床，痛苦不堪，

若不及时治疗，生命将岌岌可危。

命运转机出现在“西藏人人健

康”公益项目的到来。王伟民看着

这位高原上的糖尿病患者病历——

三支血管病变、心功能EF值＜40%、

心衰……“必须血运重建进行介入

治疗。”他当即与同样经验丰富的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心内科

原主任张大东携手合作，共同制定

手术方案。整个手术过程仅用 20 分

钟便顺利完成。期间，王伟民与张

大东还不遗余力地向在场的当地医

护人员讲解手术治疗策略、关键步

骤及器械的选择和操作要点，分享

自己的专业见解与实战经验。

手术非常成功，患者心脏功能

得到显著改善，其生活质量有望大

幅提升。这不仅是对患者命运的重

大改写，更是使其重燃生活希望的

转折点。

援藏不在援一时，而在谋

长久。

“西藏人人健康”公益项

目于 2021 年 9 月由援助西藏发

展基金会发起并实施，旨在进一

步改善西藏自治区高海拔地区健

康医疗条件，有效提升西藏人均

寿命数值，并通过对民众开展地

缘性病症心血管专科健康体检项

目，以及相关疾病的专业化诊疗，

进一步改善西藏自治区高海拔地

区健康医疗条件，不断提高西藏

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和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经过四年不懈努力，我

们欣喜地看到，医生的社会责任

感得到了充分展现，同时活动得

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

持，成为推动健康西藏建设的重

要力量。”这是“西藏人人健康”

公益项目发起人之一霍勇引以为

豪的成就。

霍勇强调，在医疗的舞台上，

医生是主角，他们面对的不仅仅

是疾病，更是活生生的人。这些

人不仅存在于医院内，更生活在

社会之中。因此，医生不应仅局

限于医院之内拯救生命，更应为

社会带来健康光芒，倡导健康文

化，推动健康理念在社会层面的

普及与实践。

于是义诊的同时，在西藏

自治区卫健委的大力支持下，进

藏专家在拉萨市 4 家医院，日喀

则市 2 家医院，以专题研讨、学

科培训为重点，开展“西藏自

治区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推进培训

会”“高血压诊疗能力提升培训

会”“西藏自治区肿瘤规范化诊

疗学术会议”“西藏自治区耳鼻

喉科专项学术会”“耳鼻喉科手

术义诊演示”“眼科手术义诊”“抗

高原反应临床研究项目专题会”

等相关专业学术培训交流活动。

无论是开展义诊还是学术培

训，他们都致力于将健康的种子

播撒在西藏，同时期望通过提升

全民健康意识，让健康理念深入

人心。

因为在这里，朝圣者的信念

是心无旁骛，只一心向佛；而他

们的信念是医者仁心，是一心推

动“西藏人人健康”。

同样扭转治疗结局的，

还有解放军总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张智健教授。

一位 42 岁患者来到张

智健面前，诉说着自己的苦

恼：尽管已被确诊为支气管

炎并接受了相应治疗，为何

病情还总是反反复复？

经过一系列深入问诊，

并通过仔细查体和阅片，张

智健终于揭开了困扰患者已

久的谜团——这并非简单的

支气管炎，而是一例相对少

见的弥漫性泛细支气管炎。

不正确的诊断导致了不

恰当的治疗方案。患者此前

接受的用药方案，在张智健

看来，只能治标不治本。于

是他给患者重新调整用药方

案。“拨乱反正”后，一个

可预见的结果是：患者症状

将得到有效控制，复发频率

将大幅降低，肺功能将得到

极大改善，从而不影响其日

常生活。

张智健强调，对于某些

慢性疾病，正确的治疗手段

可以使患者几乎感觉不到疾

病的存在。否则，患者将不

断经历输液、住院等折磨，

这对个人及其家庭都是沉重

的负担。

这些经验正是当地医疗

机构所欠缺的。“特别是考

虑到不同地区的病种差异及

专业特色，在内地因人口基

数较大，一些少见病可能并

不罕见，但在西藏则可能被

忽视。”拉萨市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云

桃提到，这种经验差异提醒

我们在未来诊疗中要考虑到

少见但重要的疾病。与此同

时，他期待通过这样的努力，

能够进一步推动西藏地区医

疗卫生事业发展，让更多患

者能够享受到高质量、高效

率的医疗服务。

想要“帮个忙”

推动“西藏人人健康”

进藏“传递些经验”

可别“等专家来”
关于这次义诊的故事，

说不尽也道不完。来自中国

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相关

领域院士、国内知名三甲医

院心血管学科专家及肿瘤

科、耳鼻喉科、骨科、呼

吸科、妇科、产科、儿科、

中医科等各学科专家共分为

9 个小组，分赴拉萨市 2 家

医院、日喀则市 2 家医院以

及乡镇卫生院分别开展诊

疗及复诊活动，接诊超过

5000 人次。

然而，无论是王伟民

还是张智健，都将目光锁

定在了重症及少见病之上。

因为“对于常见病、多发

病的诊治，医生之间的技术

水平差距正在日益缩小。”

张智健说。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

持续推进，无论是东海之

滨，还是草原戈壁，亦或

是雪域高原……中国的每

一寸土地之上，人民健康

水平不断提高。十余年来，

在国家的大力投入下，一

座座现代化的医疗卫生机

构在西藏拔地而起，一批

批来自全国的优秀医疗卫

生人才前来开展医疗援藏，

西藏已建立健全胸痛中心、

妇幼保健、疾病防控、藏

医藏药等服务体系，400 多

种疾病不出藏就能治疗，

包虫病、大骨节病、先天

性心脏病、白内障等曾经

肆虐西藏的疾病得到历史

性消除和防治。

在这次义诊活动中，

王伟民明显感受到当地在

心血管病诊疗领域所取得

了显著进步。但这片土地

上却笼罩着另一层阴影：

当地居民对于本地医生的

信任度似乎并不高，自我

健康管理的意识也停留在

起步阶段。

这一点，在王伟民所遇

到的另外两例手术患者身上

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位是体重超标的男

性患者，因气短难忍而求

医，却对造影检查持抵触

态度；另一位则是年仅 14

岁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

尽管当地医院已经具备介

入治疗的能力，但由于种

种原因，患者却拒绝接受

治疗。

“他们本可以在本地

得到及时治疗，却坚持不手

术，或者要等专家来才接受

手术。”这种“等专家来”

的心态，并非王伟民所乐见。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有

些患者会随意丢弃 X 光片

等检查和病例资料，导致再

次就医时无法提供之前的治

疗方案。张智健指出，这种

行为使得医生难以准确判断

病情严重程度。

每一例案例都如同一面

镜子，映照出提高全民健康

意识的重要性。只有每个人

都能积极参与到个人健康管

理中来，才能够真正实现“人

人健康”的愿景。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杨瑞静）对于藏族人民而言，前

往大昭寺的朝圣之路，是他们人生中

坚守的信仰之路。而对于医生来说，传播

健康、护佑生命，同样是他们漫长职业生涯中

不变的信仰追求。

8 月 15~18 日，由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主办的第

三届“西藏人人健康”院士专家进藏义诊活动在拉萨市、

日喀则市正式开展，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等院士出

席启动会，激励着义诊专家将先进医疗技术和理

念带到高原，助力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

而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

师霍勇为代表的 260 位医生分为 9 个

小组，奔赴多家医院和乡镇卫生

院，接诊超过 5000 人次。

接诊超 5000 人次

院士专家进藏义诊院士专家进藏义诊
护佑生命留下技术护佑生命留下技术

第三届“西藏人人健康”院士专第三届“西藏人人健康”院士专

家进藏义诊活动启动仪式家进藏义诊活动启动仪式

图源 / 中国西藏网   摄影 / 王淑图源 / 中国西藏网   摄影 / 王淑

▲义诊中的霍勇  摄影 / 顾▲义诊中的霍勇  摄影 / 顾

成炜成炜

◀◀ 张智健（左）与张云桃查看张智健（左）与张云桃查看

患者影像资料患者影像资料

◀◀ 王伟民（左）王伟民（左）

与张大东为患者实与张大东为患者实

施介入手术施介入手术

义诊现场义诊现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