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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与科普

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

科普作品的“真”与“深”
▲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  刘端祺

我希望未来有更多

这样的科普丛书：比互

联网上的消息要“真”，

比一般科普小册子的内

容要“深”。既能符合

传统阅读纸媒读物的习

惯，又能成为介于浅显

科普读物和艰深专业书

刊之间的桥梁；既有助

于患者及其亲友对肿瘤

的认知，又能使青年医

务工作者在与患者沟通

的过程中得到启发。

对 以 医 生 为 专 业

的科普作者而言，这是

一个分寸拿捏难度极

大的挑战。但只要不断

探索与琢磨，一定会呈

现越来越多的好的科

普作品。

在纪念中国抗癌协会成立 30 周年的特殊

时刻，中国科协能力提升专项资金支持、中

国抗癌协会组织实施的总字数达 1700 多万字

的“常见癌症诊疗系列丛书”，由协会理事

长郝希山院士牵头、数百名专家学者集体编

纂完成，于日前顺利出版面世。丛书卷帙浩繁，

包括“专业版”9 个分册和名为“癌症知多少”

的“大众版”科普系列丛书共 12 分册。

丛书将配合中国抗癌协会每年的世界癌症

日、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等品牌活动，以及肺

癌、乳腺癌关注月等各类单病种的宣传活动，

通过讲座、公益发放等形式，传播防癌抗癌新

知识，普及科学合理的规范化治疗，为推动我

国癌症防控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赵勇）

■ 相关链接

薛全福：25 年肺动脉高压和肺心病研究的快乐
▲本报记者  陈惠

建立了利用放射性受体配

基结合法与自显影技术相

配合，测定肺及肺血管内

α 及 β 肾上腺素能受体

的方法，用该厂 Engel 博

士首创的“高比放射性和

高特异性”β2 受体的配

体，及另一 α 受体配体，

首次显示两种受体在肺气

道和血管上的分布，攻克

了无法在肺内气道和血管

上定量研究受体变化的难

关，取得开创性成果。

1982 年，他带着自费

购买的特殊仪器和设备回

国。和同事们一起形成了

阜外、协和医院和基础所

的大协作，成立了医科院

肺和肺循环研究中心，研

究肺动脉高压的发病机制

和防治，直到退休，长达

25 年余。肯定了肾上腺素

α 受体增多和 β2 受体减

少，是肺小动脉收缩和结

构重组，从而形成肺动脉

高压的机制 , 并提出相应的

防治药物。还在基因水平

作了探讨 , 受到学者重视。

退休后的薛全福常与

王振纲教授一起参加中国

高血压联盟主办的会议，

2009 年国际高血压及相关

疾病研讨会上，他们还作

了“T 型钙通道拮抗剂和

高血压”的专题报告。有

一年，论坛设置了肺动脉

高压分论坛，薛全福作为

讨论嘉宾早早赶到会场，

却发现会场里只有不多的

几名参会医生，而国外的

主持及演讲者全部到齐。

这种鲜明对比让薛全福感

到十分痛心。他说，肺动

脉高压是高血压相关疾

病，遗憾的是，当时很少

有医生能够意识到。（节

选自《医师报》社《中国

高血压防治追梦半世纪》）

84 岁的薛全福教授说他一辈子都在完成国家交

给的“任务”。这是他们这一代研究者的命运，但也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们成就了自己，成就了

中国基础医学研究。

1956 年，刚刚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薛全福

赶上了周总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被分到中国医

学科学院（以下简称“医科院”），跟随当时最年轻

的副教授华光，从事病理生理和放射医学方面的研究。

1966 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国家开展三线建设，

实验所等迁往四川省简阳

县，薛全福属先头部队，

在四川待了 12 年。回忆最

初的那段时间，他无不感

慨地说，那是个“电压不

稳，水管里时常流出小鱼

和水草”的地方，日用品

极度匮乏，更不用说实验

用品。在这样的条件下，

研究工作在困难中维持。

1970 年，国务院直接

领导开展攻克老年慢性支

气管炎和呼吸四病“感冒、

慢性支气管炎（慢支）、

肺气肿和慢性肺心病”的

防治研究。薛全福等人在

附近农村和工厂设立慢支

防治现场，开展病因调查，

利 用 当 地 中 草 药 进 行 防

治，同时与病理系合作开

展实验研究。

1978 年， 基 础 所 迁

回北京后，他继续肺动脉

高压肺心病发病机制的研

究。薛全福发现国内外文

献多数是研究各种体液因

子的变化对肺血管作用，

他决定从另一角度，对肺

和肺血管本身变化进行研

究，并以对气道和血管具

有多种生理调节功能的肾

上腺素受体为切入点。

1981 年，薛全福远赴

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

医院呼吸内科从事研究，

他建立了用核素心影图测

定右心功能的方法，研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肺动

脉高压、肺心病患者右心

功能的变化及氧疗和药物

防治作用，期间还发现一

种新的 β2 肾上腺素能受

体激动剂能提高这类患者

右心功能。此后，他又赴

瑞士巴塞尔山度士药厂临

床前研究部，专门学习并

一年前，为纪念中国抗癌协会成立 30 周年筹划出版《癌症知多少》丛书时，一个现实问题摆在我和其他筹办医生面前：

在互联网蓬勃发展，各种“科普资料”唾手可得的当今，再编写像肿瘤科普系列丛书这样的科普书籍，会有读者吗？

为此，我们咨询了一些医学同道、肿瘤患者和不同年龄的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们，回馈基本是正面的：当下确实有多

种快捷途径可以获取肿瘤知识，但在这种“信息爆炸”中被误伤，乃至受骗上当被“躺枪”的读者也不在少数。人们迫切

需要一套由专业人士撰写内容较为系统全面、可信度高又接地气的高质量的科普读物。

近 30 年来，我国的肿

瘤发病率迅速上升，肿瘤病

谱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原

来多发的胃癌、食管癌、肝

癌等消化道肿瘤还没有明显

减少，肺癌、乳腺癌、大肠

癌等肿瘤的发病率又明显提

高；在年轻肿瘤患者增加的

同时，老年肿瘤患者的总人

数依然居高不下。

这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

国家肿瘤病谱共存的局面，

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

期。广大群众迫切需要扩展

自己的知识面，了解他们过

去不熟悉的、甚至闻所未闻

的新老医学名词和肿瘤防治

知识。因此，对健康科普书

籍尤其是肿瘤科普书籍的需

求，是一种长期的刚性需求。

那么什么是满足患者及

其亲属刚性需求的 “刚性

作品”？在主编丛书《老年

肿瘤知识问答》分册的过程

中，我体会到的是两个字：

“真”和“深”。

所谓“真”就是真实的

内容，认真的态度，而关键

是要有一颗真诚的心。

作 为 编 写 丛 书 的 主

力——在繁忙的临床一线工

作的年轻医生们，大多是第

一次“科普”，第一次尝试

给“长辈们”写书，必然力

有不逮，青涩难免。科普作

品的写作技巧固然是质量的

保障，但作者以一颗真诚的

心寻找到的和长辈们的共

鸣；寻找到的和读者面对面

娓娓道来真诚对话的共情，

才是一种“大象隐于无形”

的成功。正是这种真诚，促

使作者们决定以“问答”这

种比较容易读懂的形式撰

写，而且设问大多来自临床

一线患者最常咨询的、重复

率最高的问题，回答则力求

体现出对提问者的尊重和设

身处地的共鸣与共情。

所谓“深”则是指作品

内容要有深度，深入浅出，

言之有物。

科 普 作 品 同 样 需 要 忠

于科学原则，不能因为是

科普就落入俗套，甚至毫

无顾忌地信口开河。时代

在变，读者接受各种资讯

的渠道众多，科学文化水

准正在迅速提高，对科普

作品的要求也在提高。这

就要求科普作品跟上当代

学术发展的脚步，用非专

业人士也能听得懂的语言，

反映出最新科技发展在肿

瘤防治领域的成果，使读

者真正做到开卷有益。

刚性作品有其两大特征 希望与
挑战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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