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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青委进校园第三站走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选择呼吸   与最优秀的人共事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

者 黄玲玲）“呼吸学科是

一个团结、有爱，有创新

活力、与国际接轨的传统

学科，正等待大家加入。”9

月28日，在由中华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主办，上海市医学会呼吸

病学专科分会、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协办的“呼吸青委进校园”

第三站走进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活动上，中华医学

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瞿介明教授对现

场参会的医学生们发出了

一个真挚的邀约。“呼吸

青委一个重要的定位就是

传承。”中华医学会呼吸

病学分会青年学组副组长、

浙江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

长应颂敏教授表示，要将

这种传承持续下去，则需

要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加

入到呼吸学科队伍中。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范先群

院士指出：“呼吸青委们通

过本次活动为上海交大医学

院的学生提供了解学科前沿

的平台，激发了他们对呼吸

病学的兴趣，将共同推动我

国呼吸学科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

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院校长王辰院士表示，进

入本世纪以来，多次重大突

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都是由呼

吸道传染病引起的，应对这

些严重的疫情，呼吸学科在

整个医学体系统担负着重要

的责任与使命，“希望更多

的青年才俊能加入进来，在

呼吸学科这片水草丰美、疆

域辽阔的领域纵横驰骋、大

显身手。”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

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医学会

呼吸病学专科分会主委、复

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宋元林

教授表示，与其他学科相比，

呼吸学科既古老又年轻，近

几年呼吸领域发展日新月异，

“希望更多人能在呼吸领域

大有作为。”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

学分会工作秘书、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周敏教授介绍，

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成立于 1952 年，在孙

桐年、胡曾吉、邓伟吾、

黄绍光、万欢英等教授

的带领下，科室迅速发

展壮大。新冠疫情之初，

周敏教授受医院委派 2

次午夜赶赴武汉，带领

团队在 72 小时之内通宵

达旦的努力下完成了新

冠肺炎临床和流行病学

特征文章，并经过十余

天彻夜无眠地反复修改

终于在《柳叶刀》发表，

该论文目前引用 15000

多次。“我们倡导的是

实干精神，只要努力，

一定能获得成功。”

中 华 医 学 会 呼 吸

病学分会青年学组副组

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胸科医院副院长

孙加源教授介绍，呼吸

介入是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 科 重 要 的 亚 专 业 方

向。以支气管镜为例，

它 既 可 以 治 疗 良 性 疾

病，又可以治疗肺癌，

是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

制 高 点。“ 随 着 人 工

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

展，或将极大促进呼吸

疾病诊疗技术的进步。”

如果从医，他建议大家

选择呼吸领域，在这里

可以大有所为，选择一

个亚专业领域，解决一

类呼吸疾病患者未被解

决的临床痛点，获得患

者和同行的认可。

同 济 大 学 附 属 上

海市肺科医院陆海雯教

授介绍：“在瞿介明教

授及徐金富教授的支持

下， 我 们 成 立 了‘ 支

扩 临 床 诊 治 与 研 究 联

盟’。”自 2020 年 1 月，

在全国启动后，即使受

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

中国支扩联盟也没有停

下发展的脚步。在各位

联盟专家共同努力下，

目前已发展有 115 家联

盟单位，数据平台已纳

入 15000 多名患者。“在

此数据平台基础上我们

也开展了多项支扩相关

的临床研究，希望为支

扩患者提供更多的治疗

手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 徐 燕 萍 博 士 分 享 了

她的感悟。“当我看到

很 多 学 长 学 姐 分 享 他

们 丰 硕 的 学 术 研 究 成

果，感觉整个人都是熠

熠闪光的，我也想成为

他们的样子。”“呼吸

领 域 还 有 很 多 需 求 未

被满足，很多问题没有

解决，我们还有很多工

作需要做。”

宋元林教授指出，近

来，呼吸疾病防治被纳入

国家健康战略，国家出台

具体政策推动呼吸学科防

治疾病，慢阻肺病被纳入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我国呼吸学科国际影

响力不断提升。未来这是

一片非常肥沃的土地，需

要大家进行开拓，“呼唤

更多有志青年加入到呼吸

这个学科中来，齐心协力，

为呼吸系统疾病诊疗水平

的提高做出努力，在呼吸

领域做出一番事业。”

90 岁高龄的中华医学

会呼吸病学分会原副主任

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邓

伟吾教授表示，临床医师在

坚持一线工作的同时，也要

开展科研工作。许多呼吸

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指南

起到了规范治疗的作用，

但若仅机械地执行，只能

做一个追随者。他勉励青

年呼吸学者，不应只求成

为一名优秀的临床医生，

更应成为一名引领大家的

临床医学专家。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

学的灵魂。”上海医学会

呼吸病学分会原主任委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黄绍光教授强调，

要对临床出现的问题保持

敏感性。人类疾病种类不

断增加，原因错综复杂，

临床表现因人而异。因此

要认真对待每个细节，对

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保

持好奇心和敏感性。作为

一名医生，不能固守既有

的知识，终生都应不断学

习，通过实践与经验，不

断开阔自己的知识面。呼

吸年轻一代如能勇于实践，

敢于思考，善于学习，通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定

可以在呼吸领域作出新的

贡献。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

分会原副主任委员、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人民医院周新教授谈了当

呼吸科医生的三点体会：

一是传承前辈扎实的专业

技术和良好的医德医风。

二是刻苦学习，用心积累

临床经验。三是突发疫情

时，发挥出一名呼吸科医

生的作用。“不管你从哪

里 出 来 的， 不 要 忘 记 前

辈，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没有他们打下基础，我们

不可能坐在这里。“参与

了 SARS、H1N1、新冠肺

炎三大疫情，当了一辈子

呼吸学科医生，我值了。”

他希望更多的研究生、本

科生能加入到呼吸队伍中

来，“接好我们的班。”

应颂敏教授指出，在

浙江大学校园中，刻着竺

可桢老校长说过的两句话：

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

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这

其实是一种未来观。未来

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性，

要用理性的心态去面对未

来的不确定性，做好自己人

生的规划，才能走得更远。

同时还应具备三种能力：一

是独立思考能力；二是理性

判断能力；三是有效表达能

力。人生的第一课堂在教室

里，第二课堂在学校中，第

三课堂在社会中，第四课堂

是走向国际。医学是一门

实践的课程，仅仅学习书

本知识不一定能成为一名

好的医生、好的医学科学

家，必须学做好这四个课

堂的融通，才能获得更好

的发展，要做具有未来观

的长期主义者。

秉持实干精神   努力总会有回报

医工结合与呼吸

支扩研究和防治体系建立

选择呼吸学科的一万个理由

活动由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年

学组副组长、中日友好医院侯刚教授，中

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年学组副组长、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张静教授等专家主

持。瞿介明教授寄语表示，呼吸学科是一

个还未被完全开垦和挖掘的“金矿”，有大

量的问题还未解决。呼吸学界团结友爱，学

术氛围良好。“希望通过今天的青委进校园

活动，能加深我们与未来优秀人才的沟通与

交流。无论大家未来是否成为呼吸人，都能

与我们共同努力，推动中国呼吸学界的发展，

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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