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话说回来，要想改变，

谈何容易。

赵 涛 告 诉 记 者， 当 前

医疗卫生领域的现状就是这

个样子，不仅仅是安贞，全

国绝大部分的大医院都是如

此。这条“传送带”的速度

就是这么快，身处其中的医

生很难不按照这个节奏来

走，其实大家也是身不由己。

“我国医生与患者的比

例正在逐渐拉大，医生的劳

动强度会越来越大。国家推

行分级诊疗的愿望是好的，

但如果没有更多医生，没有

更多优秀医生，仅仅凭借行

政命令来推进分级诊疗，恐

怕不太容易。因为患者会用

脚来投票，他们知道哪里医

疗水平更高。如果有朝一日，

我们能像美国那样，全国各

地的医疗水平不会有太大差

异时，可能大医院的医生才

会轻松一些。”赵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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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位晚期肺癌医生的劝慰：

没有健康  再大的理想都是空谈
▲ 本报记者  张雨  任艺  见习记者  张璐  策划  陈惠

2015 年春天，赵涛出现了

咳血痰的症状。

“也是自己疏忽大意。一方

面觉得自己年轻，虽然是 1981

年生人，但也算是 80 后，觉得

一些恶性的疾病离自己很远，但

结果偏偏就是最不幸的这一种。”

赵涛说。

咳血痰的症状最初一两个月

一次，后来频率慢慢高了，赵涛

就拍了胸片，找呼吸科、胸外科

的老师帮忙看了一下，他们建议

再行 CT 检查，但由于平时工作

忙，一直没做。等到有时间做的

时候已是 2015 年底了，结果发

现一个 0.5 cm 大小的肿物。

在经过一次误诊和长达半年

的误治后，赵涛的身体免疫力已

经消耗殆尽，还在坚持上班的他

终于撑不住了，以写论文为由请

了一个月的假，换了家医院去做

检查。最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明确诊断为晚期肺癌，而

那时肿瘤已经长到 4~5 厘米了。

忽视健康酿恶果

唯有健康才能承载梦想

“非小细胞肺癌（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Ⅳ期了。没办法，已经既成现实了。”

“希望大家一定要以我为戒，关注、重视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要等到一切都晚了，再后悔。那时，即便有再大的

理想和抱负，也都是空谈。”

罹患癌症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灾难。如果患者很年轻，又是一名医生，恐怕这场灾难会变得更为沉重与灰暗。

然而，他虽心有不甘，却并不消沉；他虽感无奈，却并不萎靡。站在人群中，如果没人告诉你他的情况，你绝对

不会把他与癌症联系在一起。但是你也绝对想象不到他手术时的生死难料，化疗时几乎只剩下喘息的力气……

他叫赵涛，山东威海人，今年 35 岁，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外科博士后，经他手救活的孩子超过 2000 例。

面对无奈的现实，赵涛并没有怨天尤人，在积极治疗的同时，他反倒是有了更多时间思考人生与价值。赵涛说：“中

国的医生太不重视自己的健康了，大家一定要以我为戒。关注健康真的不只是说说。”

在中国做医生，是辛苦的。但具体有多辛苦恐怕除了圈内人，外界了解得并不多。作为带了赵涛 3 年的组长，北

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副主任医师李磊对于赵涛的遭遇很是无奈：“这个不幸有点太大了。”

曾代表中国医师协会看望赵涛的陆军副会长感慨，只有医生健康，才会有民众的健康。这是全面小康的基础，不能动摇。

从接受治疗开始，赵涛前后

四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几乎与这

个世界说再见。

2016 年 6 月， 赵 涛 接 受 了

手术。“手术很顺利，病理分期

也出来了，Ⅳ期。既然已经这样

了，也就死心了，按部就班抗肿

瘤吧。”赵涛谈及此时，显得有

些无奈。

术前穿刺出现出血性休克

及窒息、4 个多小时的扩大切除

手术以及两次误吸，前后四次，

赵涛几乎已经一只脚踏进了鬼门

关，又奇迹般地回来了。相较之

下，化疗后的体力极度虚弱已经

算是小事儿了。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张

力建教授向记者介绍道，非小细

胞肺癌包含腺癌、鳞癌和大细胞

癌，其中腺癌占到 60% 以上，同

时我们对腺癌的了解也是最多的。

大部分的腺癌是由于基因变异产

生的，带有靶点，可以通过服用

靶向药对变异基因进行控制。

咳血痰并没注意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辛苦的小儿心脏外科

身体是理想的载体

“传送带”的速度就是这么快

四次一脚踏入鬼门关

“我为什么会生病？之后的路又该怎么走？虽然不知道自己将来还能走多远，但还是

需要思考以后的日子应该如何度过。”

最近，赵涛跟周围医生

朋友说得最多的，也是他最

想和医生同行们说的：“我

是一个很现实的反面典型。

大家一定要以我为戒，一定

要关注自己的健康。”

赵涛告诉记者，在当前

这个大环境下，中国的医生

非常关心患者的安危，反而

忽视了自己的健康。当然这

样的想法并没有错，但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我在咳

血痰的时候，一名患儿家属

就跟我说，‘你这是在拿自

己的命换患者的命。’”

医生群体的辛苦也许只

有医生自己内部最清楚，而

社会大众的感触似乎并不直

观。赵涛所从事的小儿科专

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赵涛和科里的其他同

事一样，每天的手术排得

都是满满的，有时前一天

的工作还没结束，第二天

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我

在小儿心脏外科，愿意做儿

科的人本就不多，大家相

对更愿意做成人心脏手术，

因为成人心脏手术更赚钱。

儿科又没钱、风险又高，

确实很尴尬。”

由于家离得有些远，所

以赵涛每天起得也比其他人

早一些。一早 7 点到医院，

4 台手术之后基本已经是夜

里 10 点了，期间几乎很少

有机会能坐下来舒舒服服地

吃口饭。回到家经常已经是

夜里 12 点了，第二天还要

6 点起来，再赴战场。

其实生活在这样环境里

的又何止赵涛一人。

“我以前有自己的理

想和抱负：想到最好的医

院、最好的平台，学习最

好的技术，利用自己的知

识去救助更多的人。但现

在没有了身体的保障，我

什么都做不了，再大的理

想 抱 负， 全 都 是 空 谈。”

赵涛虽有不甘，但却没有

更好的办法。

“我相信，做医生能坚

持下来的都是有理想、有信

念的人。不论是已经出人头

地的专家，还是正在拼搏的

小医生或中层，一定要保重

自己的健康，因为我们所面

对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其实生活中的很多道

理，大家都懂，只是存在侥

幸心理或者真的已经被架

在了一定的位置上下不来。

但赵涛还是希望：“千万不

要到了我这个时候，不知道

手术能不能下来台，或许一

个穿刺就会和这个世界说

再见的时候，才真的明白一

些道理。”

2016 年 5 月 19 日，一张医生瘫坐在地上
喝葡糖的照片引起关注。这名医生忙碌一天，
累得虚脱，正在喝葡萄糖补充体力。该医生表示，
当天所有参与手术的医护人员都很忙，自己只
是其中一份子。

在坚强面对外界不良

影响和重重压力的同时，

我们的内心更需要强大才

行。维护好自身的 1，后

面那么多的0才更有意义。

呼吁医务人员们更关注自

身健康，努力调整心态，

积极乐观地在救死扶伤的

坎坷道路上，继续前行。

 ——赵涛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