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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涛 副院长程涛 副院长 夏敏  教授夏敏  教授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刘则

伯）走进医院左手边伫立着“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八个大字。上饶

市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程涛

认真地说，这是医者应尽之责。

从医二十余载，规范和人文是

程涛最常挂在嘴边上的两个词。规

范化的诊疗技术可确保患者在得道

治疗的同时，得到最佳的疗效和安

全保障。但医学不仅仅是技术的堆

砌，与 “人文”同样息息相关，。

“没有人文的技术是具有破坏力的，

医学技术尤是。”他认为，只有将

医疗技术与医学人文相融合，才能

做出对患者最有利的

决定，构成完整的医

疗服务。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玉辉）

2010 年，夏敏入了科研的“坑”，从此

开启了一段“负债”的医学专利转化之旅。

从最初专利申请遭遇挫折，到如

今拥有超过两百项创新成果；从出售

资产以支持转化工作，到超过两百项

专利并协助多位医生获得专利；从“坑

王”到首席创新官……他用了 14 年。

“中国医生从不缺少创新灵感，

缺乏的是在专利技术转化过程中对市

场应用前景的清晰认识。”如今已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

省立医院）首席创新官的夏敏教授在接

受《医师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要想

打破这一困境，必须从

源头上改变医生对创新

转化的认知。

2012 年程涛在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进修学习，按照惯例，每周一

次的病例讨论，由时任北京医院副院长、

呼吸中心主任王辰院士进行总结，程涛

在前排记着笔记，不知不觉已经写满了

一整页的纸。“这些内容，不仅要记在

纸上，更要融会贯通，记在心中。”

一年的时间虽然短暂，却给程涛勾

勒了一个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未来发展

的雏形。市一级的医院与北上广的顶尖

三甲医院差得最多的是什么呢？程涛的

答案是规范，作为医生，除了不断学习

技术，还要牢牢掌握规范，才能在临床

诊疗中少出偏差，让患者有更多的临床

获益。

2018 年 5 月，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PCCM）规范化建设项目启动，王辰院

士提出要以 PCCM 规建引领呼吸学科同质

化发展，程涛毫不犹豫报名参加，并且

按照 PCCM 规建要求，设立 ICU 病房，将

呼吸科更名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在

科室上下的齐心努力下，科室成为江西

省首个通过规建的单位。在此过程中，

程涛看到了科室的不足与方向，也看到

了上饶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发展的未来。

“PCCM 规建让科室有了迎头赶上的

机会。近些年，科室确诊了一大批疑难

杂症患者，其中许多还是罕见病，让很

多患者免受舟车劳顿，减少了看病的经

济支出。”程涛对此颇为自豪，PCCM 规

建已进入了3.0阶段，从专科走向了专病，

提出了 11 个专病的照护能力提升项目，

为了更好地跟上步伐，科室已派多名医

生外出学习。

“我们不仅要学到专病的诊疗，更

要学解决问题的能力，哪家医院做得好

我们就去哪家医院学，三年五年积累下

来一定会有所成效。”程涛表示，先进

的诊疗技术是促进科室发展的“硬”通

货，人文对科室而言就是一种“软”实力，

是医生给患者的初印象。医生要始终坚

持人文关怀，而不是把人文关怀作为医

疗的“赠品”。

2011年，夏敏获得了第一件专利授权。

这是一款口咽通气道，夏敏根据临床

经验，结合了口咽解剖特点，对传统产品

进行了重新设计，可减少插管时对患者的

损伤和刺激。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完成了

从概念到实体模型的转变。

然而，在寻求制造商合作时，却因当时

的模具制造技术无法满足设计要求，产品无

法批量生产。更甚者，由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关于专利创造性、新颖性和实用

性的要求，之前申请的专利导致改进后的产

品无法获得必要的认证，这使得之前的努力

付诸东流，夏敏也因此被戏称为“坑王”。

为避免更多“坑”，夏敏自学了模具制

造技能，还参与设计和制作样品。并与发小

合伙，共同出资成立公司，建立了符合GMP

标准的生产车间（符合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的生产车间），致力于获取相关认证。

为此夏敏甚至变卖了资产。

2017年至2019年间，他参加了科技部

科技创新CEO特训营以及中国心血管医生创

新俱乐部（CCI），系统地学习和实践有关知识。

2020 年底，夏敏被任命为医院首席创

新官，负责推动院内创新转化工作。在任

职后的第一年里，他主导制定了多项规章

制度，旨在建立完善的创新转化体系。同时，

还积极培养了一批技术经纪人，以促进科

技成果的有效转化。此外，夏敏考取了高

级技术经纪人和工信部中级科技评估师等

资格证书，力求在成果转化的各个环节都

能提供专业支持。

“程医生，快到支气管镜室，有个

女患者疑似被异物卡住了，不停地咳嗽，

有点喘不上来气，马上需要做介入。”

母亲节的晚上，程涛接到了一通火急火

燎的电话，他赶忙放下还没吃几口的晚

饭，匆匆向支气管镜室跑去。

眼看着患者被推进支气管镜室，一

位年逾 70 岁的老人，不住地祈祷：“一

定要保我女儿平安，一定要！”在支气

管镜的帮助下，程涛在患者右肺下叶背

段开口处取出来了一枚绿豆，确定没有

其他异物后，将患者推出了支气管镜室。

在看见女儿平安出来的一瞬间，老人泪

流满面，一面拉着女儿的手不舍松开，

一面紧紧地拽着程涛，满怀感激，却一

句话都说不来。

支气管镜是取异物的“好帮手”，

更是呼吸系统疾病诊疗不可或缺的基本

手段。程涛深知呼吸介入领域未来将大

有可为，他积极引进硬质支气管镜、超

声支气管镜、环形超声支气管镜、胸腔

镜等设备，并且安排医师和护理人员深

造学习，提升专业水平，鼓励科室人员

参加外部学术交流，及时了解行业最新

动态和前沿技术。如今，已经为科室培

养了一批优秀的呼吸介入相关人才。

无论是呼吸介入技术，还是其他技

术，在程涛心中，能帮助到患者的技术，

就是好技术，就是值得出去学习的技术。

江西省内，结核病患者较多，部分患者

会发生结核性胸膜炎，发生气胸、液胸

等问题。“外科可以开胸，可以用胸腔镜，

窥探患者胸膜的情况，但内科医生却对

患者胸膜的情况一无所知。”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程涛引入了内科胸腔镜技术，

并开展了上饶市第一例内科胸腔镜操作。

对于未来的展望，程涛还有很多很

多的想法，“我们派人在学 M-ROSE，在

学肺癌的规范化诊疗，也在学智慧化 ICU

的理念。上饶有很多尘肺病患者，希望

未来我们也能引进肺移植技术，让这些

患者不必千里迢迢去换肺。”程涛总是

在付诸行动的路上，用专业技术为患者

筑起一道生命的防线。

2024年7月12日，医院开设“创新转化

门诊”，夏敏每周都会主持门诊里的头脑风暴，

开展专利申请布局和成果转化相关知识辅导。

检验科王保龙主任发现了一对对于非

小细胞肺癌血检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的

靶点，诊断准确率高达 80%。然而，由于

缺乏专利申请及成果转化的相关知识，这

一重要发现未能及时得到保护与推广。

在与王保龙初次交流后，夏敏安排了

专业的专利律师进行对接，协助完成了新药

和诊断试剂领域的专利布局，并成功推荐给

有能力承接该技术的企业。最终，该项目以

669万元成交，并设立了合作开发机制，确

保双方后续持续推进项目落地和迭代更新。

这个案例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局面。王保

龙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与感激。“这反映出许多

医务人员虽然拥有优秀的科研成果，但往往因

缺乏有效的输出渠道而止步不前。”夏敏说。

为推动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士合作，夏

敏带领团队在成果转化过程中采取了定制

化服务模式。针对每个项目的特点，匹配相

应的专业人员参与其中，如医疗器械、药品、

软件等方面的工程师以及法律顾问等。

“创新转化门诊的独特之处在于搭建了

一个跨学科的创新平台。我们的角色不仅是管

理，更是桥梁：一方面连接着医护，帮助他

们实现创新；另一方面服务于企业，协助其

找到合适、可实施的项目。”夏敏介绍，2024

年医院共提交280 余件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申

请，成功转化了其中70项，转化率达30% ！

较上年增长了十倍，总额已超亿元。在2024

年5月最新发布的《2023 中国医院创新转化

100强》中，位列全国第11名。夏敏相信，

在下一期的各项医学排名中，一定会持续提升。

“当一个器械经过改进后，能减少

患者的创伤，相信任何一位医生都不会

将经济利益置于首位。”夏敏认为，救

助一个人的生命固然重要，但通过创新

技术救助成千上万的患者所带来的社会

影响和成就感是无可比拟的。

当前，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在全球竞争

中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一项关键任务是如

何将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和服务。

夏敏认为，发展国内医疗产业不仅是保障

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国家

整体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医务工作者要扛

起助力中国医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任！

“因此建立完善的医学创新转化体

系对于整个行业至关重要。”他强调，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医学创新成果的

有效转化，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需求，

助力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医疗科技强国。

上饶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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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规范建设学科之基 从临床医生到首席创新官

用专业技术守护患者

开设创新转化门诊   搭建医疗创新与市场化桥梁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创新发展医疗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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