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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落幕的 2015 年北京科技周上，一名小伙子展示了他在第九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获得

银奖的作品“一种新型静脉留置针针头”。他叫高超，只有 28 岁，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一名普

通的住院医师。近日，高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畅谈了自己的发明之路和人生感悟。

同时，从本期开始，我们开设“发明故事”栏目，欢迎爱动脑筋的医生讲述自己的发明小故事。

发明故事·对话

爱上发明的高超医师
▲ 本报记者 宋攀

高超：我觉得，科学研究的

目的有两类 ：一类是揭示未知奥

秘，比如探索疾病的病因；另一类

是改进当前做法，比如袁隆平研究

怎样让水稻提高产量。前者是本，

后者是标，二者相互促进又密不可

分。发明创造属于第二类，而产生

它的过程则需要第一类思维，只有

想明白原理才能做出设计。

研究发明并不难。重要的是

要养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

维习惯。在工作和生活中，面对

问题与不便，有的人逃避，有的

人搁置，有的人推卸，有的人抱怨，

我们应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思考和

解决。再者，工作忙与发明之间

并不矛盾。思考可以在任何时候

完成，我每天的工作也让我身心

俱疲，但我会利用在公交车上的

时间读书、写作和思考，我把这

当作一种放松。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已

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当

时的自己是茫然的、无措

的。大学五年，自己总是

以文艺青年自居，闲来舞

文弄墨，最爱观看演出，

处在青春的海洋里“不务

正业”，忘记了自己是医

学生，知识匮乏到无地自

容。考试报名的那一刻都

仿佛在梦游，梦醒了才开

始痛惜那几百大洋的报名

费。知不足，急奋起，我

开始了没日没夜地啃着大

部头，做着执业医师考试

可以顺利通过的美梦。

某天，相约一位保研

直博的老同学喝茶，席间

我抱怨执考艰辛，浪费时

间的学习是对生命的亵渎。

他瞥了我一眼，说了一句我

现在仍记忆犹新的话。“学

习，你当天感觉没有收获，

一周也没有感觉，一月也没

有，你以为你浪费了时间，

其实你错了，学习是个积累

的过程，只要你花了时间并

持之以恒，最后的收获将是

意想不到的。”

临走时，他还给我介

绍了位老师，是位博士，

平易近人。他讲课时，温

文尔雅，而不失幽默，把

内容顺滑地串到一起。他

经常教导我，授之以鱼不

如授之以渔，通过考试不

重要，重要的是你以怎样

的精神面貌和知识储备通

过考试。忘了告诉大家，

他姓张。

白天工作，凌晨三四

点钟睡的作息以及沉重的

压力，总是让人疲乏。那

个周末，感觉就要渐渐地

死在凳子上的那一刻，我

打算出去散散步。途经一

所小学，墙上挂着一段标

语：祖国的花朵，就该迎

着阳光，直面风雨。瞬间

百感交集，论资历，我们

是医疗界新生代，是前辈

们寄予厚望的花朵，哪有

资格逃避，本就应迎着风

踏着浪，始终坚持健康所

系，生命之托的承诺。我

立即转头回去，接着与厚

厚的书“举案齐眉”。

最后，我竟也能以超

过分数线 100分的成绩通

过考试，这在从前是万万

想不到的。再看自己，缺

失好久的自信回来了。

医学创新是一个艰

难而漫长过程。一名汽

车修理师可以通过设备

检测出每一毫秒发动机

所处的状态，轻而易举

地发现问题。而医学是

复杂的，再好的心脏外

科医师也不能说出心脏

每一毫秒的状态，没有

100% 的把握修好。

其次，医学创新更

有可能付出患者的健康

和生命代价。创新周期

更长，审查更严。

再次，创新要带来

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

但很多医学创新在短期

内不能变现。有的甚至

永远无法回报投资者，

比如“孤儿药”的研发。

不过，医学创新范

围广，在治疗领域，可

以通过基础研究研发新

的药物，可以通过手术

改良研究新术式，这是

临床医师参与较多的领

域；在医疗设备领域，

新器械研发与工业、基

础医学的发展密切相

关，最需要学科间的碰

撞，而不是医生的单打

独斗；在医疗服务领域，

更多是需要跨学科、并

联 合 数 字 科 技、IT 科

技一起改进，而且很多

情况下还需要政府决策

部门的参与才能完成完

整的创新过程。

幸运的是，我们这

一代医生赶上了创新的

时代，每天都有保障性、

颠覆性科技产生，如基

因的快速检测，人工智

能的发展，给医学创新

带来了更多机会。

笔 者 认 为， 医 生

参与创新研发可以从小

处着手，找到一个客观

的、微小的需求，细分

市场，聚焦才能找到创

新方向。进行这类创新

的同时还要注意从实际

出发，不要一味追求颠

覆。试想，如果你发明

一个新的器械，完全改

变了医生原来的操作习

惯，这样的发明创造并

不可取，也不会有市场。

创新也可以从大处

着眼，打造自己的特色。

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

“尖端的科学核心技术

几乎完全被国外垄断”

的环境下，完全沿用外

国的研发系统甚至研发

思路，未必适合中国，

创新性研究需要寻找合

适的突破口。这样我们

就能在竞争层面绕开对

手，在某个专项上做得

比国外好。同时在研究

设计、质量控制方面应

该花更多的工夫，寻找

一个高质量的技术平

台，一个具有独到见解

的科研合作伙伴，这些

都是“大科学”时代下

临床创新成功的关键。

高超：这既离不开我所

从事的工作，也和我从小形

成的思维方式有关。我从小

就不太喜欢做和别人一样的

事，也不喜欢按部就班地做

着没有挑战的事，小时候的

梦想就是做一名像爱迪生那

样的发明家。

2010 年，我正式从事麻

醉工作，从那时起我就热爱

上了麻醉专业。在不断学习

的过程中，我留意到很多容

易忽视的问题。以静脉留置

针为例，医院里凡是有输液

的患者都可能会出现输液滴

得不通畅的情况。后来，我

就像对待学术问题一样深入

思考原因，向有经验的人请

教，大胆设想解决的方法，

严谨地论证各种方案的可行

性，最终得出了最优方案。

高超：输液之所以不通畅

是由于常用的静脉穿刺部位多

存在生理曲度，使静脉留置针

针管在血管中也存在一定程度

的弯曲。当开口贴近血管壁或

者静脉瓣恰好覆盖管口时，会

影响输液的通畅。有时，患者

姿势稍微一变动也会影响输液

的通畅，给临床工作本已相当

繁重的护士和麻醉医生带来很

大的工作负担。如果在针管前

端增加一个侧孔，就可以很好

地避免这个问题。

看起来虽然简单，但这

个侧孔无论是大小还是位置

都要经过严谨设计。为论证

各种改进的可行性和最优方

案，我甚至翻出了以前的《高

等数学》课本，又找来了只

有工科大学才讲授的《流体

力学》教材自学。

医师报：作为一名

年轻麻醉住院医师，怎

么想到要做发明？

医师报：静脉留置针

针头获了大奖，请您介绍

一下发明的过程。

医师报：听着好像很难，

再加上医务人员也很忙，这

是不是医生群体做发明比例

小的原因呢？

“大科学”时代下
  临床医师的创新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高旭

医考让我自信回归
▲镇江市人民医院  梁宵

医考之路

一盏橘灯，照亮思绪憧憧，两声

蛙鸣，叫醒旧梦怀情

 ——《聆》

指导：中国医师协会
主办：《医师报》社
协办：张博士医考中心

奖项设置：

一等奖：3 名，资助参加一次国外学术会议。

二等奖：5 名，资助参加一次中国医师协

会学术会议。

三等奖：10 名，资助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红

友会全国大会。

纪念奖：10 名，2015 年全年《医师报》。

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 2015 年全年

《医师报》。

高超在 2015 北京科技周上展示自己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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