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2月23日

本版责编：陈惠
美编：林丽
电话：010-58302828-6844
E-mail：sarahch@163.com

09人物
CHARACTER

开创肿瘤营养学的“人间四月天”
本期嘉宾：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石汉平

本报记者：许奉彦  窦洁

石汉平涉猎广泛，他是中国科学院北京转化医学研究院 / 航空总医院一名外科医生，技艺精湛，

科研实力雄厚；他又是一名散文家，全身上下渗透着人文气息，出版了四本散文集专著；他还是营养

肿瘤学的先行者， 2012 年，他创建了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将肿瘤营养与

支持的理念与实践引入中国。

2016年4月，石汉平在第一届中国国际精准肿瘤营养学术会议上，用代表着劳作和充满生机的“人

间四月天”来形容营养肿瘤学在我国的发展，号召投身于此的专家同仁们一起把握今天，“人生几何，

兴业当歌！”

在石汉平考上大学之

前，当地方圆几十里的地

方从未出过大学生。石汉

平说自己就像“痴人说梦”

似的努力着，最终考取了

武汉大学医学院。

在此后的日子里，他

放弃了弥足珍贵的留校机

会，告别“将军梦”，抵

制住了某跨国企业高薪工

资的诱惑，甚至是放弃了

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任职的机遇，他的目

标只有一个：成为一名外

科医生。

为此，他始终坚持对

自身的严格要求，像当初

成为第一个大学生一样，

“宁可烧尽，不愿苟且”。

也因为这份坚定和心无旁

骛，他迅速成长为一名优

秀的外科医生，技艺精湛、

经验丰富，首创“零输血

手术”理念，极大地减少

了手术失血量及并发症，

同时科研实力彰显，发表

论 文 278 篇， 编 写 专 著

41 部。

石汉平最开始对肿瘤

学并不感兴趣，彼时学术

界对肿瘤的认知不足，所

谓的重大突破也不过是冰

山一角。2002 年，石汉平

学成归国。进入中山大学

后，他发现肿瘤患者越来

越多，让他开始逐渐关注

肿瘤学、肿瘤营养学。

一次机缘巧合，他收

治一例典型的方向盘损伤

患者，经历多次手术，患

者已多器官衰竭，多处肠

瘘。从那天起，石汉平连

续 164 天未踏出医院大门，

白天悉心诊治，夜晚亲自

换药。“患者只肯让我换

药，不肯让别人换药。那

时候，每天晚上我就睡在

医院里。”石汉平真心对

待每一位患者。付出终究

没有白费，患者最终康复

出院，自己也有了对临床

营养学的了解。

“当时肿瘤营养学在

国内基本上是空白，”石

汉平说，他最终将研究方

向由创伤代谢与营养转向

肿瘤代谢与营养，所幸“临

床营养基本原理是相通的，

所以转变起来并不困难。”

从空白到起步，在石

汉平及同仁们的共同努力

下，肿瘤营养学在国内迅

速发展起来。2009 年，在

南方医科大学罗荣城教授

的大力支持下，石汉平与

同仁们创办了国内第一个

肿瘤营养学术组织——广

州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

持治疗专业委员会。2012

年，石汉平与同仁们创立

了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

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以

下简称“专委会”），而

欧美至今没有成立专门的

肿瘤营养学术组织。2014

年，《肿瘤代谢与营养电

子杂志》创刊。

为了让更多的医生接

受这个理念，专委会做了

大量的工作，石汉平笑谈

专委会是最忙碌的机构，

创立伊始就编写了《肿瘤

营养学》等 7 本肿瘤营养

领域的重要学术著作，全

部为我国首创；举办大型

论坛、学术会议、演讲比赛、

辩论赛及优秀论文评比等

学术活动，开展规范化培

训；实现了理论创新，如

肿瘤营养疗法、营养不良

的三级诊断及五阶梯治疗

等；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

肿瘤患者营养状况数据库，

建立了首个规范化肿瘤营

养治疗示范病房等。

 “在专委会成立之前，

没有人重视营养学，也没

人提‘肿瘤营养’这个概

念。”石汉平说，最近几年，

大家才逐渐意识到肿瘤营

养的重要性，而这并非易

事，当外科医生和临床医

生意识到营养学的重要性，

才有可能去学，当民众知

晓肿瘤营养的知识，才会

重视。

为此，石汉平也身体

力行地开展知识的普及，

“无论多忙，只要有空，

肿瘤营养方面的学术讲座

的邀约我从不拒绝。”同时，

他积极接受社会媒体采访，

在门户网站上录制科普视

频，用浅显易懂的话语向

公众普及晦涩难懂的医学

知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国现代临床营养支

持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长

于 20 世 纪 80 年 代， 成 于

21 世纪初。半个世纪以来，

我国临床营养事业从无到

有，从有到多，从多到好，

从普及到提高，从推广到

规范，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尽管如此，我国临床

营养支持事业仍面临诸多

挑战。石汉平认为，首要

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东部

地区好于西部，城市好于

乡镇。同一所医院内部，

外科、ICU 好于其它科室。

而 且，BMI、 身 高 这 些 基

本参数在绝大多数医院是

没有记录的。临床上，营

养支持的一系列过程和标

准有待进一步规范。

“解决这些问题的首

要措施，是在医学院校开

设临床营养课。”石汉平

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应学

指南、用指南，并对营养

支持工作流程进行规范管

理。认真制订营养支持的

临床路径与各种操作规范，

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执行。

多年来，石汉平一直

在呼吁，将营养作为肿瘤

患者的一线疗法，营养支

持应成为独立于手术治疗、

化学治疗、放射治疗、生

物治疗、支持治疗、姑息

治疗等手段之外的一项专

门治疗手段，成为肿瘤多

学科治疗的核心部分，成

为肿瘤患者最基本、最必

须的治疗措施。

目前，国际上肿瘤代

谢与营养的研究已经成为

肿瘤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

域，中国肿瘤营养也经历

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快速发

展过程。石汉平满怀期待：

“我们这一代注定是行者，

我们披荆斩棘，且歌且行。”

从多次放弃机会，

坚持成为一名外科医

生的执着，到投身肿

瘤营养学，填补国内

空白的勇气；从一名

痴迷手术的外科医生，

“离开手术台，外科

医生的生命就结束了”

的虔诚，到不遗余力进

行科普，对健康理念

和治未病的坚守。石

汉平以非凡的精力完

成了多个角色的转变。

石汉平在自己的

一篇博文中带着愉悦

的语气记录：这个月

只有一天是 12 点前睡

的觉，每天都到凌晨

2、3 点，今天更是熬

了一夜，我想对自己

说，身体不年轻了，

但精神头却更足了。” 

“手术越复杂、越困难，

我就越有兴趣，越有

激情，越有成就感。”

精力过人的石汉

平并未止步于技术上

的不断攀升，在繁忙

的工作之余，石汉平

在自己的博客“外科

医生”、微信公众号

“石汉平医生”上抒

写着自己对人生、医

学的感悟，撰写了大

量的科普文章，并出

版了《映秀日记》、《医

怀天下》、《医者禅心》、

《故乡越来越遥远》

四本散文集。

石汉平形容患者

是一本具有医学知识、

人生体验、社会阅历

和专业知识的书，要

读懂患者这本书，要

求医生既要有精湛的

医学专业知识，又要

有丰富的社会科学知

识。既要读懂患者的

疾病，还要读懂患者

的心理。

一位拥有人文情

怀的医生看病，带给

患者的感受是不同的。

生活中不缺乏美的事

物，缺乏的是发现美

的眼睛。

一次在病房，他

看到一个瘦小的女孩，

用整个后背的力量顶

起自己的父亲，帮助

他从病床坐起来。石

汉平十分动容：“这

是多么唯美的画面，

细小的脊梁顶起一个

庞大的身躯！”

石汉平认为，医

生服务的对象是生病

的人，人是有思想的。

这要求医生既要有精

湛的医学专业知识，又

要有丰富的社会科学

知识。既要读懂患者的

疾病，还要读懂患者的

心理。如此，才能成为

一名优秀的医生。

“ 你 从 患 者 身

上学到的东西越多，

离一名合格医生就越

近。”石汉平说，一

个医德高尚、医术精

湛的医生一定是《患

者》这本书优秀而认

真的“读者”。

“我就是一个平

常的人，怀着一颗平

常的心”。

放弃机会只为成为外科医生

华丽转身  填补国内空白

披荆斩棘且歌且行

患者是本书

从无到有，有困难不可怕

做肿瘤营养的决心下定了

患者是本书，书中有
最珍贵的医学知识

当医生是我一辈子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