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繁重的医疗任务中，神经

内科医生和全国医生一样面临着

医疗环境的恶化。神经内科医生

医治的大多是脑部疾病，患者易

出现瘫痪、癫痫、抽筋等复杂严

重的症状，这是行业的特殊性。

谢鹏认为，在控制复杂严重疾病

的同时，医生需要更多地关怀患

者。谢鹏说，首先我们要思考的

问 题 是 如 何 自 律。2009 年， 分

会第三届年会发布了中国神经内

科医师宣言，提醒神经内科医生

牢记医生的崇高责任与神圣的使

命；其次医生同样要学会自我保

护。谢鹏说，我们将生物医学摆

在了重要位置，却忽视了人文教

育。如今在人、社会、心理、经

济和生物医学全部融为一体的时

代，我们要适应这种模式的改

变，医生一定要提高综合能力，

不断提高沟通能力。谢鹏强调，

做医生基本准则就是爱心，爱心

体现在对患者的关爱，也体现在

对事业的不断追求，“好的技术

与爱心，是医生的基本要求。”

谢鹏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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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曾提出 21 世纪是“脑的世纪”，神经科学研究是目前世界上最活跃的研

究领域。随着我国疾病谱的改变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神经内科已经成为近年来

我国临床中发展最迅猛的学科。

着眼未来，在蓬勃发展的背后，重庆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

科医师分会会长谢鹏指出，神经内科在我国目前仍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诊断和治

疗的两极分化；二是临床操作标准不一，如何在兼顾基础技术普及同时实现新

突破，是分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打造品牌年会  传递医生正能量

技术与爱心  牢记医者的准则

诊断与治疗两极分化限制学科发展

医师报：分会在今后的任务和打算是什么？

谢鹏：普及标准化技术，为青年医师提供更广阔平台。

医师报：您对青年医师有何冀望？

谢鹏：自律、自我保护，时刻牢记爱心是医生工作的基本准则。

医师报：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谢鹏：治疗手段、治疗方法的滞后限制了学科发展。

30 余载  小学科变身大学科

医师报：神经内科经历了怎样发展历程？

谢鹏：疾病谱改变和老龄化共同促使学科迅猛发展。

神经内科：
面临“快、慢”两级分化
本期嘉宾：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会长  谢鹏

采  访  者： 本报记者  许奉彦

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的发

展将人们从传染病的桎梏中

解脱出来。随着人们生活习

惯的改变，心脑血管等“富

贵病”占据了疾病谱的前几

位，与此同时，我国已进入

老龄化社会，退行性疾病迅

速增多，两个因素共同促进，

让神经内科得以迅猛发展。

1984 年谢鹏研究生毕业

时，神经内科医生的数量和

开展该学科的医疗机构都极

少。谢鹏回忆说，当时很多

大型三甲医疗机构的病床数

也 不 过 30 余 张， 而 执 业 医

师更是“少得可怜”。短短

30 余年，谢鹏以重庆医疗机

构为例，各个县区医疗机构

都设有神经内科，床位数在

100~200张的医院比比皆是。

“目前很多医疗机构的院长

都是神经内科出身，也间接

说明了神经内科日益受到重

视。”谢鹏说，神经内科已

从原来的小学科成为现在的

大学科。

神经内科的迅猛发展有

赖于多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影像学的诊断如 CT、磁共振、

PET-CT、同位素扫面等医

疗技术的发展，让医生在不

开颅的情况下就能把脑内的

结构看清楚，对脑功能的了

解也日趋完善，同时肌电、

脑电、诱发电位改变都对神

经内科疾病的诊断具有革命

性的意义。

“神经系统辅助诊断方

法的变革赋予了神经内科医

生有力的双手。”谢鹏说，

我们在解剖结构损害的了解

上越来越进步，方法越来越

多，但离更加明确的病因诊

断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治

疗手段和治疗方法也没有长

足的进步，限制了学科发展。

谢鹏以神经内科第一大疾病

脑血管疾病为例，缺血性脑

血 管 病 在 脑 卒 中 疾 病 中 占

80% 左右，神经内科发展了

几十年，对这个疾病的治疗

手段依然很少。除早期溶栓

惠及少数患者外，治疗手段

远未满足临床需求，至今没

有形成一种有效的、适应面

更加广泛的治疗模式。

谢鹏认为，学科两极分

化的发展模式提示我们，面

对庞大、复杂的患者人群，

神经内科医师还需不断努力

改进治疗方法，更重要的是

把防治疾病的关口前移，做

好二级预防，及时干预，防

治二次复发。

神经内科分会从创立之初到

如今已经走过了近 10 年。谢鹏表

示，分会将继续发扬传统，打造

品牌年会，创建温馨的医师之家。

第七届神经内科年会即将于 6

月 20 日召开。谢鹏介绍，本届年

会将从标准化技术普及、“青年医

师风采大赛”、成立专委会、编写

神经内科年鉴几方面突出特色。

标准化技术普及  谢鹏指出，

标准化一直是各学科面临的难题，

神经内科也不例外。谢鹏以神经

内科中的肌电图为例，目前大部

分医疗机构都有肌电图，一样的

设备，不同医生操作结果却可能

大相径庭。“我们有很好的诊断

工具，但医生的技术标准不一。”

谢鹏说，医生能力的提高和标准

化技术的应用，医疗机构自身难

以解决，行业协会将对此进行培

训，希望通过几年的努力，让更

多的基层医生参与进来，逐步实

现行业内标准化的操作手法、规

章流程及实验方案。

“青年医师风采大赛”  神经

内科年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年

轻医生的展示和优秀医师评选。

谢鹏认为，分会是展示神经内科

医师魅力的大舞台，第七届神经

内科年会将举办“青年医师风采

大赛”。最终进入决赛的青年医

师们将通过演讲、情景剧等多种

形式在大会上展现他们的风采。

谢鹏强调，分会要通过表彰、比

赛等多种形式向社会传递医生积

极向上的正能量，在年会纯学术

的基础上，渗透医生正能量的元

素，使年会更有吸引力的同时，

倡导良好风尚，展示医生魅力，

也让年会具备家的温馨。

赋予专委会更多职能  第七届

神经内科年会将成立大批专委会，

一类是以疾病为主，一类是以技

术为主。谢鹏介绍，分会将以专

委会作为专家队伍，在年会上组

织更大规模的行业培训、学术交

流，在知识的普及上走向基层、

服务大众。分会将以专委会作为

基础，在全国进行知识巡讲，并

与青年医师风采大赛的选拔活动

结合起来，以点带面，使行业协

会的工作在各地深入开展。

编写神经内科年鉴  谢鹏介

绍，目前神经内科的发展历史都

是凭借神经内科老一代专家短暂

的记忆进行回顾，内容支离破碎，

缺乏系统的整理。目前没有任何

一个机构能够以编年的形式记载

每年神经内科发生的大事。谢鹏

认为，信息的沟通是行业协会的

责任之一。分会将成立编委会，

将全国神经内科医生救死扶伤的

事迹、新技术的进展、医疗机构

基本情况的动态变化编撰出版，

每年出版一期，从大医院开始逐

渐覆盖全国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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