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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广场

十年匆匆，犹如白驹过隙；十年茫茫，又若一日三秋。
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十年？
每个十年，我们都没有资本虚度，每个十年，我们都能汲取无限

营养。虽然只是十年，但其却蕴藏着经验、教训和能量。
对于医者，十年是那么短暂，十年又是那么漫长。回首过往十年，

你得到了怎样的成长？又获得了怎样的力量？
《医师报》十周年，征集“我的十年·医生的十年”。
讲述医生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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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十年

成长中有笑有泪，故事中有情有感，

《医师报》十周年，寻找与我们共同成长

的您，讲述您与《医师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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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获得诺奖，

使一向被质疑“不科学”

的中医，终于吐气扬眉。

但也有人担心，“诺奖

效应”有限。如果制约

中医药发展的根本性障

碍不能破除，青蒿素获

得诺奖这一事件，不过

是打了一针兴奋剂，一

时风光无限，却易潮涨

潮退，中医药“捆着手脚”

的发展处境仍难扭转。

不可否认，近年来，

中医药在国内的发展取

得长足进展，这把打开

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

正在惠及更多民众。然

而，中医药长期处于被

审视、被验证的地位并

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源于西方的评价审

批体系，常常强迫“不

科学”的中医药“削足

适履”、委屈地穿上西

医的鞋子。中医西化、

中药西管，缺乏灵活和

本土特色的机制，以至

于有人戏称，“杀死中

医不用刀，强制西化就

能让其武功尽废”。

话虽尖锐，却是警

醒：作为一种独特的医

药资源、潜力巨大的经

济资源，一种具有原创

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

的文化资源，如果我们

自身不注重传承、不注

重创新、不注重弘扬，“有

宝挖不出”, 那么今后，

只怕类似青蒿素的药品，

都将成为“中西医结合”

的产物，中国也只能成

为“中医的故乡”。倘

若如此，我们将如何面

对先祖？

从 2011 年获得拉斯

克奖，到 2015 年获得诺

贝尔奖，中医药早已不

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这让人们对中医药未来

多了自信。借助诺奖劲

风，如果能重新审视定

位中医药，打破束缚发

展的痼疾，加快建立激

励机制，让古老的中医

药在现代科学体系里光

大发扬，那么，诺奖就

不再只是世界吹向中国

的一阵风，“诺奖效应”

才会发挥更大效用。如

此，才能有更多“青蒿素”

走向世界，让更多“屠

呦呦”造福民众。

�（来源：人民日报）

一个诺奖
能推动中医走多远？

目前，国际最流行的

精准医学理念将个体化治

疗体现得淋漓尽致，然其

所需的高昂医疗费用支撑，

显然不是我国众多癌症患

者的最主要出路。我们应

该发展中国特色医学，在

追求新技术、新手段的同

时，传统的“多、快、好、

省”方法不应被摒弃。

精准医学建立在分子

生物学基础上，通过不同

患者疾病的分子特征，设

计各不相同诊疗方案。虽

然精准医学治疗理念已在

我国渐渐普及，但从卫生

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条发

达国家的抗癌之路并不适

宜在中国广泛开展。

欧美国家抗癌费用，数

年来有增无减。目前，英国

卫生经费中用于癌症的比例

占 5.6%、法国 7.7%、美国

9.2%、德国 9.6%。由医药企

业推动的靶向药物治疗癌症

路径，因内中夹杂利益驱

动等因素，价格昂贵。1985

年至 2005 年的 20 年间，美

国用于癌症的医疗费用翻了

一倍以上，且增加的费用大

多由患者自己支出。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癌症患者人数众多，

诊疗规范全盘西化，显然不

是办法。欧美国家抗癌费用

迅速上涨的“老路”，我们

无需重蹈覆辙；从国家自身

情况出发，注重实效，发展

中国特色医学，找到更适宜

的技术、更经济的方法才是

最佳路径。

遗憾的是，当前我国

原创医疗技术并不多，甚至

以往富有中国特色、曾被临

床广泛证实的有效诊疗方

法还在渐渐消失。如小夹板

治疗骨折、中西医结合技术

治疗急腹症等，都是具有中

国医学特色的“多、快、好、

省” 的治疗方法。

然因定价低、人工服

务成本高、医生数量跟不

上等客观因素，加上西医

技术“夹击”，这两种诊

疗技术在临床已鲜有踪迹。

抛弃简便而“价廉物

美”的诊疗技术，一味普

及西医高精尖技术，并不

能解决大多数百姓的实际

问题。被临床广泛认可的

适宜技术，通过现代技术

手段找寻其起效机制，可

焕发其内在生命力，让更

多患者受益。

在癌症方面，从“多、

快、好、省”来说，西医负

责消灭癌细胞，中医可改造

癌细胞生存的微环境，消灭

与改造并举，将是“中国式

抗癌”的出路，这也有利于

解开长期以来欧美发达国

家难解的“抗癌迷局”。

（复旦大学新闻中心

孙国根整理）

大家看法

有话要说

当前，无论是保护人

的法律还是保护动物的法

律都已趋于完善，对待动

物也要依法办事。郑州一

大学生掏鸟 16 只被判 10 年

半，恰恰说明法律不是闹

着玩的。

近些年，狗作为工作

动物和伴侣动物也格外受

到人类的照顾与保护，玉林

狗肉节越来越难办恰恰说

明舆情的态度。总而言之，

对待动物，一定也要看看

法律法规，尤其涉及到狗，

更要想想公众的态度。

早在 1988 年，国务院

就颁布了《实验动物管理

条例》，其后科技部也制

定了《关于善待实验动物

的指导性意见》。但需要

指出的是，实验动物尸体

处理有问题，不能说明整

个学校有问题，更不代表

开展动物实验有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该校

领导的危机后处理较为得

当，及时的向公众道歉并处

理了当事人，并让公众在一

定程度上了解了动物实验。

媒体的责任是舆论监

督，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

权利，医务界应该尊重这

些权利和责任，并学会和

媒体打交道，一味地抗拒

媒体是不明智的。

如今，我国外交工作

的重点之一是让世界了解

中国。同样，医务界不仅

要学会和媒体打交道，而

且还要学会合理的利用媒

体，让社会了解医生、了

解医疗、了解医务工作。

尸体处理有问题不代表动物实验有问题
▲ 天津市泰达医院 李青

新闻背景：不久前，西安医学院被曝随意丢弃实验用狗。据网友提供的多段

视频显示，数十只狗被放置在楼顶，部分狗身上有多处伤口，疼得一直在抽搐。

西安医学院通过官微回应称，动物实验过程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进行，问题发生在

实验后动物尸体处理环节，对此，学校方面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改进。

“多快好省”的方法不可丢
         ▲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 汤钊猷

小夹板固定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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