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表面工作是没用的”

改革开放40年来，即使医学

突飞猛进发展，肿瘤依然是人人

谈之色变的字眼，让人避之不及。

“不论多么坚强的人，得知自己

患上肿瘤，都会恐惧、焦虑和害怕。

这些情绪或轻或重，从诊断开始就

伴随着患者。”曾灵芝认为，安

抚肿瘤患者的这些不良情绪及建

立初步信任是接下来治疗的关键。

为了更好地满足患者的身心健

康需求，曾灵芝及其团队建立了“明

天更好、更健康”的医患交流群，

并成立“灵芝工作室”。包括营养师、

心理医生等在内的医护人员在群里

为患者答疑解惑，减轻其心理负担。

在曾灵芝团队的组织和带领下，通

过群，还成立了“瑜伽队”“舞蹈

队”“太极队”等，多次组织唱歌

比赛、医患联欢会等活动。在这些

充满正能量的集体活动中，患友们

互相打气，抱团取暖，这让越来越

多的肿瘤患者走出病房，重新燃起

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抗肿瘤的勇气。

患上肿瘤改变了我处理问题的方式

从医 20 余年来，曾灵芝致力

于做好科研，提高技术，优化服务。

她是医院的业务骨干，以身作则，

带动和培养了一茬又一茬的年轻

骨干。近年来，在曾灵芝的带领

下，科室引入肿瘤姑息治疗理念，

使其深入人心。在曾灵芝自己也

充当了一回肿瘤患者的角色后，

她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更精了。 

2012 年 4 月，曾灵芝诊断出

乳腺癌。她说生病之前，看着肿

瘤患者化疗后抱着垃圾桶吐，作

为医生，就是尽量给病人减轻痛

苦，面对患者放弃治疗，放弃自己，

放弃希望，却是有些想不通。但自

己生病后就发现，患上肿瘤比想

象中痛苦得多，每次化疗的前夜

常常痛苦、担心到失眠。曾灵芝说，

真正体会到了作为肿瘤患者的痛

苦后，现在她解决患者问题的方

法、途径和方式都大有改变。

近 6 年来，曾灵芝一边接受

肿瘤治疗，一边治疗她的肿瘤患

者。她说，“并不是我有多么坚

强，而是因为有这些患者的理解、

信任和关怀；有一个义无反顾支

持我的优秀团队；同时，还有医

院领导给与的大力支持，我才能

一直坚持到现在。”谈到自己的

团队，曾灵芝充满感激和骄傲。

这个患者眼里最好的医护团

队，是患者的精神支柱，“癌症不

可怕，癌症不等于死亡，明天更好

更健康。只要我走进医院，看到曾

灵芝主任和我的管床医师，我就什

么也不怕了！”这是患者反映的心

声，这是曾灵芝团队的魅力。

篮球场上，一个阳

光男孩跨步上篮，

完美投球……此时，

他的父母已经为他

填报好了高考志愿——内蒙古医

学院儿科系。他就这样阴差阳错

地进入了儿科，而且走过了 20

个春秋。“儿科越干越有趣，越

干越有劲儿。”内蒙古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附属医院）

儿科主任杨光路的脸上闪烁着当

年篮球场上的那股冲劲，他说：

“要想干好儿科医生，必须要有

情怀、要有兴趣、要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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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你看这孩子都哭成

啥样了，快给看看吧。”一位

家长抱着 6 个月大的婴儿，焦

急地对医生说。刚刚工作的杨

光路对孩子从头到脚查体了几

遍，还是找不出原因，但又不

敢放人回去。于是，他请来上

一级医生，老专家让家属把孩

子的衣服全部脱掉，正待要检

查，却发现孩子贴身的棉腰子

里扎着一根针……

这些成年人完全可以口述

的感受，在儿科只能凭医生细

微观察和经验去分析。“中医

有句话叫‘能看十男不看一女，

能看十女不看一儿。’”杨光

路说，“儿科被中医称为‘哑科’，

儿科医生无法通过语言直接得

到答案。儿童的很多病症完全

靠儿科医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

实验室检查、检测，以及家属

的表述来进行推断诊治。”

从胎儿妊娠 28 周开始，到

年满 18 周岁止，期间的成长全

部归于儿科救治范围。而儿童

的生长发育过程中，各个系统

都处于发育阶段。因此，存在

着不同年龄段各种各样的疾病

特性，所以诊断及治疗极具复

杂性和风险性。

成人服用三片药，儿童用

药时也许就会中毒，甚至死亡。

注射药物亦是如此，杨光路的

同学是一位儿科麻醉医生，曾

经给他发来一条微信说：“小

儿麻醉因为难，风险大，所以

我选择去挑战。儿科要有更强

的责任感，所以我有责任去干

好。”这也许是所有儿科医生

的信念和精神原点。

儿科人才培养是地区发展的

源头，附属医院率先贯彻执行卫

建委发布的“医师转岗培训方案”。

2018年第三批转岗生来自蒙医、

中医、妇产科等多个专业，合计

40余人参加了儿科转岗培训，每

批次培训11个月。几天前，一

位妇产科的医生对杨光路说：“老

师，转岗培训的这段时间，让我

喜欢上了儿科。我想回去考儿科

研究生。”这种想法已不是杨光

路第一次听到，通过儿科的培训

氛围和诊疗动力，已有许多转岗

生自我鞭策向更高的层次延伸。

附属医院是内蒙古自治区

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

地，目前医院儿科已完成 10 余

人员的规范化培训，还在培养中

的学生也有 30 余人。经过规培

后的医生为当地儿科医疗发挥出

自身作用，同时也在促进学科建

设可持续性发展。而这些学员的

反馈信息也让杨光路感到非常的

欣慰。他说：“2017 年，在中

断了近 19 年的内蒙古医科大学

儿科专业本科，重新开始招生了。

有更多的孩子愿意学习儿科，愿

意深入到儿科医学中来，才是切

实解决儿科医生荒的关键。注入

的新鲜血液，将是儿科医学未来

科研和发展的新立柱。”

附属医院儿科每年招收儿

科硕士研究生 6-8 人。杨光路

认为，研究生的培养意义在于

医疗上能看病，临床上能科研、

能创新，带动学科迈向更深层

次的发展。他说：“附属医院

的目标是申请博士点，如果能

够得到批准，那我们儿科的培

养和建设将会更加完善。”

曾几何时，杨光路发出过

这样的感叹：“儿科医生如果受

到利益的驱动，一定干不了多久，

因为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儿科

医生如果拿情怀来做这件事，干

起来感觉不到疲惫。如果你热爱

这份事业，拿兴趣来做这件事，

可能越干越带劲儿，每天都充满

激情。这种体会随着医龄的增长

会越来越深……”

儿科被称“哑科”  更有责任去干好

最喜欢听到“我喜欢上了儿科”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宋晶

杨光路：儿科越干越有趣
越干越有劲儿

视频聚焦 读懂医疗
扫一扫观看嘉宾访谈

▲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宋箐

2018 年 12 月 29 日，医务

工作者和肿瘤患者共同携

手，献上了一场既生动又

接地气的医患联欢会。这

项活动是由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肿瘤一科主任曾灵芝教授发起的，

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年了。“之所

以投入这么多精力办活动，是因

为活动能给肿瘤患者传达热情、

快乐和健康理念，让患者更有治

疗的信心。”一直以来尤为关注

肿瘤患者心理健康的曾灵芝说。

曾灵芝：我没有那么坚强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王丽娜

1976年，16岁的王培军被分配到工厂做厂医，

从最早参加医训班、本硕博的学习到后来自

己成为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副院长、影像科主任、影像教研室主任王培

军教授的经历见证了改革开放 40 年影像学科从“步

枪”X 光机到“航母”分子影像学的飞跃发展。

多年的临床经验和敬业精神

练就了王培军的火眼金睛，他对病

情的判断改变了许多患者病理诊断

结果，患者常说“他高超的医术改

变了我的人生”，是啊，尤其对于

肿瘤患者而言，一张片子背后就是

一个人生，如何能随意亵渎？从医

路上，他“一颗初心终不悔”，坚

持带领同事一起将科室疑难片子的

“存货”都翻出来，每天读片讨论

提升科室医生的技术。人淡如菊的

王培军在管理上也颇有大智慧，做

了科室主任，他没有“新官上任三

把火”，而是先干起来，自然而然

地实现了自己创新性的管理方式。

这一切和他一贯强调的“医生要有

哲学思维能力”是分不开的。

抽丝剥茧 练就阅片神功

“影像科医生需要有超乎常

人的敏锐观察力和哲学的思维能

力！”这是王培军自信的源泉。他

从事影像工作近40年，看过的片

子不下50万张，善于在患者影像

片子中发现细微病变征象，然后抽

丝剥茧，得出最终结论。疾病的临

床诊断结果一般都是要以病理结果

为金标准，但深知“尽信书不如无

书”的王培军在从医经历中多次以

自己的判断打败了病理诊断结果。

“这是肺癌……”王培军仔细

看了一下眼前这位被诊断为肺炎侵

犯支气管女性患者的CT，果断地

说道。看着眼前肺炎病理诊断单，

王培军立刻给病理科打了电话，“是

不是没取到部位？”“取了8个部

位，应该取到了！”

“有没有可能很像，所以混淆

了？”“不会！”

王培军又看了一遍CT片，“我

敢肯定这一定是肺癌！”患者到肺

科医院进一步做经肺穿刺，最终确

诊为肺腺癌。像这样，改变患者人

生的转折点，王培军上演过很多次。

作为科室的管理者，为了提升

阅片质量，解决患者预约拍片、等

结果时间长的问题，王培军提出了 

“一无三零”的影像科服务准则，

即“无间隔”的医疗服务流程，“零

差错、零投诉、零赔款”的医疗质

量，当天检查当天出报告，荣获了

上海市“首届精神文明创新奖”。

有疑难影像的片子  到这里来

“患病不易，看病也不易！”

患者的种种不容易，王培军都看在

了眼里。为实现医生价值最大化、

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他还组织成立了上海市卫健委劳模

创新工作室，免费义务为群众读片。

“只要有疑难影像的片子，到这里

来，一定帮你解决诊断及下一步如

何处理的问题。”高超的技艺和

善良的心，已为近 200 位患者免

去手术之忧，为 3000 余位疑难

杂症患者提供了影像诊断意见。

王培军 : 用哲学视角解读影像

王培军  教授

杨光路  教授

曾灵芝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