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掌握科研思维

的方式，有根深蒂固

的理念，就会在日常

工作中体会到每个现

象、每名患者都是有

研究价值的。最好的

研究者是临床医师。”

沈 华 浩 对 医 学 科 学

研究的兴趣，还得从他的

父亲说起。“我父母都是

医生，父亲喜欢做笔记，

但没有条件做研究。我从

小看着父亲做笔记长大，

不知不觉自己也养成了

习惯。做笔记实际是一种

总结，容易发现问题。当

问题解决后，巨大的成就

感会激发我继续研究的

兴趣。”

但凡有时间和精力，

沈华浩都会花在课题研究

上。他常常是研究者、也

是对照组的研究对象。

1986 年，他所在的课题

组需要观察正常人进行支

气管激发试验的情况。沈

华浩自愿报名当试验对

象。当肺功能技师一次又

一次地追加组胺吸入的剂

量，沈华浩咳嗽剧烈，到

最后胸痛，“脸都涨成了

猪肝色”。 

1993 年 他 前 往 国 外

留学之际时，虽已满而立

之年，但在研究领域还只

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对气道疾病有浓厚的兴

趣，在国内发表过几篇中

华牌研究论文。

2001 年， 沈 华 浩 结

束了他在美国西弗吉尼

亚大学、加拿大麦克马斯

特大学和美国梅奥医学

中心多年的临床、研究培

训和博士后研究生活，带

着满腔的研究激情返回

浙医二院，他的老东家。

此时的他，已在国外发表

了数篇高质量的论文，首

次揭示了嗜酸粒细胞和

哮喘之间的因果关系，崭

露头角，受到国际学术界

关注。

回 国 后 沈 华 浩 做 的

一项关于卡介苗多次接

种，可长期预防哮喘的

研究，也为医学界关于

卡介苗及其组分可否用

于哮喘预防的争论提供

了有力的实验基础，同

时也引起国际同行对我

国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

的关注。

在国外学习的经历

让沈华浩认识到，要做好

医生，必须两条腿走路。

“光看病不做研究、光

做研究不看病，都不能成就

一名优秀的临床医学家。”

这是沈华浩回国后打造团队

的指导思想。目前，沈华浩

共有两个平台：一个是专攻

疑难杂症的临床平台，一个

是专业呼吸研究平台。像“两

条腿”相互推进，团队变得

越来越强大。

为打造研究平台，沈华

浩一方面强调差异化发展，

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在研究

方向上，“别人抢的我不抢，

别人不抢的我要碰”。树立

标杆，直接瞄准国际，以点

带面，由一种疾病一个研究

方向突破以后，带动其他方

面研究的全面发展。另一方

面，他积极培养并引进人才。

10 年前来自国家呼吸疾病重

点学科——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院的李雯博士，经过培

养和自身努力已成为能够独

挡一面的学科带头人；团队

还广招海内外人才，比如近

年来自美国哈佛和英国牛津

大学的陈志华、应颂敏博士。

由于呼吸学科的快速发

展，浙江大学很多学科，如

生理、药理、免疫、病理、

微生物等，研究课题都与肺

相关，更进一步推动呼吸领

域研究。就这样，利用综合

大学的优势，集所有资源为

我所用，最终反哺呼吸团队，

变得越来越强大。“我希望

从一个医院，走到一个区域，

走向全国，形成全国性的呼

吸团队。”沈华浩信心十足。

2013 年，作为第一完成

人，沈华浩所做的《支气管

哮喘分子发病机制及诊治新

技术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同 年，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科学基金出版了一本书，从

4000 杰青获得者中重点推出

100 位，讲述他们的故事。时

光倒回 2008 年，沈华浩申请

杰青时，一位评审专家曾这

样评价他：“申请者在同时

是一名临床医生，有着大量

临床工作的情况下，立足国

内，在基础研究方面作出较

大成绩。同时能认真做学问，

不把精力放在沽名钓誉上，

也是申请者作为一名年轻科

学家的难能可贵之处。”

沈华浩正是这样，带领

着他的团队在医学科学的道

路上，不断超越自我，大踏

步前进。

在沈华浩的心里，

患者永远是最重要的。

在 网 上， 只 要 搜 索

“沈华浩”，就能看到这

样的留言：

“ 沈 华 浩 大 夫 医 德

高尚，技术精湛，感谢他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 您 挽 救 了 我 们 这

个小家。谢谢您和您身边

一群天使般的学生，他们

在您的教授下也细心善

良友好。”

……

从医三十余年，在沈

华浩的心里，患者永远是

最重要的。

每 天， 他 穿 梭 在 杭

州城东的医院和城西的

研究所之间，不知疲惫，

只为他惦记的患者。每

次出差，他都是搭乘最

早的航班去，最晚的航

班回，就为了把时间留

给患者。

发现“胸闷变异性
哮喘”患者

有 这 样 一 个 故 事 广

为 流 传。2004 年， 沈 华

浩遇到一名来自丽水的

14 岁“怪病”男孩。男

孩因为胸闷，日夜需要家

人在胸前揉搓，奄奄一

息，辗转求医无效。沈华

浩详细询问了病史，并根

据男孩打篮球后发病这

一细节线索，果断地将瘦

骨嶙峋的男孩接到医院

肺功能室，在自己的监护

下，冒着极大的风险检测

了肺功能和气道激发试

验。结果显示这个孩子气

道反应性重度增高，他判

定孩子患有支气管哮喘，

制订了针对哮喘的药物

治疗方案。

治疗立竿见影，男孩

从死神手里逃脱，康复很

迅速。

这 个 故 事 被 媒 体 报

道后，很多胸闷患者找到

沈华浩。随着越来越多类

似病例的积累，他发现了

“胸闷变异性哮喘”。

2013 年， 沈 华 浩 在

美国《变态反应哮喘免疫

年鉴》发表了这一研究成

果。这是国内外首次发

现、命名并报道的新型哮

喘类型。

十余年坚持不懈劝
导戒烟

众所周知，吸烟，是

一种能导致多种慢性、致

死性疾病的不良行为。烟

雾中的有害物质，可引起

支气管炎、肺气肿、心脑

血管病和肺癌等疾病。

21 世纪初国内已开

始宣传吸烟的危害，但吸

烟人却不以为然。沈华浩

每抓到一个因吸烟造成

的肺癌、慢阻肺、肺功能

损害患者，就跟患者谈条

件：“我给你治的前提是，

你要劝 10 个人戒烟。”

他给每名患者规定了“任

务”，要求他们在复诊时

提交“报告”。就这样，

一名患者劝解 10 人，10

名患者劝解 100 人，按照

每周门诊 30 人计算，每

年有万余名患者在沈华

浩直接或间接地劝说下

戒烟。

近 两 年， 针 对 那 些

吸烟顽固分子，沈华浩

又形成了他新的口头禅：

“你有三个理由要戒烟：

第一，今天吸烟，明天不

会生病，但我能看到你

二三十年后因为吸烟带

来的身体损害；第二，如

今吸烟，‘吸烟 + 雾霾’

的危害是 1+1>2；第三，

虽然有人为吸烟辩解，认

为不少人吸烟几十年也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

既然你今天因为吸烟生

病，坐在我这里，你一定

是属于吸烟受损易感人

群，所以你更要戒烟。”

这三个理由说出来，

没有患者不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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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是一名临床医师”

带领团队走向全国是他的梦想

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追求从未停止过

沈华浩：临床与科研“两条腿”走路
▲本报记者  陈惠

他是最早集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于一身的呼吸人。

他对临床和研究近乎疯狂地热爱，从文献中找问题，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读教科书。不仅自己亲自上阵充当“小白鼠”，

还把每一个病例当成新大陆一般去开发。

2012 年，记者在一次颁奖礼上专访他，他兴致勃勃地讲述嗜酸性粒细胞与哮喘之间的关系，他说：“医生除了要尽心

为患者治疗之外，一定要有对本专业领域的新事物、新现象有探索的精神，利用自己有限的能力创造更大的价值。”

时隔两年，记者再次专访他，他仍旧兴致勃勃，讲述的是发现胸闷变异性哮喘的感受。“掌握了科研思维的方式、对

医学科学研究的执着信念，就会在日常工作中体会到每个现象、每个病例都是有研究价值的。最好的研究者是临床医师！”

“发现”、“研究”、“有意思”是他口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他就是浙江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呼吸疾病研

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浙医二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沈华浩教授。

沈华浩教授为年轻医生讲解患者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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