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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来，张清媛致力于乳腺癌、恶

性淋巴瘤、肺癌、胃肠、肝胰等肿瘤疾

病的诊治，通过化疗、生物治疗、中西

医结合等综合治疗手段帮助无数肿瘤患

者渡过难关。“患者就像我的亲人，他

们康复出院后常会发信息给我，告诉我

近况，节日时送上祝福，看着他们生活

健康，我由衷地感到幸福。”

近年来，张清媛不遗余力地开展新技

术，挖掘新方法，希望能更好地帮助肿瘤

患者，精准医学的兴起让张清媛看到了新

希望。“淋巴瘤不是不治之症，大多数患

者经过规范精准治疗后是可以完全治愈

的。因此推动淋巴瘤规范化、精准化治疗

刻不容缓。”张清媛强调，淋巴瘤可发生

在全身各个部位，症状表现多种多样，且

具有很强的异质性，目前已发现 80 余个

亚型，难以单纯根据临床症状进行诊断。

因此，在选择治疗方式时，需结合

准确的病理诊断结果，这是实现精准治疗

最为关键的一步。明确诊断与分期后，还

需全面考核患者身体状况，选择最佳的一

线治疗方案，初始治疗方案的选择至关重

要。唯有如此，才可使患者病情获得最大

程度的缓解，保证患者长期生存。

“随着精准靶向诊疗的开展，淋巴

瘤的治疗已取得极大进步。”张清媛介绍，

在诊断上，精确的分型检测有助于明确

淋巴瘤患者的致病基因及蛋白，进而选

择合适的治疗方案，有效避免过度治疗

与盲目治疗，同时也显著提高药物敏感

性，降低药物毒副作用。

在治疗上，通过针对肿瘤细胞及肿

瘤相关信号通路的小分子靶向药物，可

特异性杀死肿瘤细胞而不会损坏正常细

胞，联合传统化疗可显著提高治疗效果。

“精准靶向诊疗可显著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延长生存期，甚至可以完全治

愈淋巴瘤。所以，淋巴瘤患者一定要有

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决心，积极配合医生

治疗。”张清媛时常这样给患者打气。

在紧锣密鼓的开展精准治疗的同时，

张清媛也竭力加强医院的教学与科研工

作。“医生不仅要会看病，还要学会在临

床实践中发现问题，在试验研究中解决问

题，最终转化为临床诊疗新技术，实现推

动医学进步的目标。”张清媛表示，目前

科室积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为医生提供

出国学习的机会，并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 20 余项国家级重点

课题，开展 100 余项临床研究工作，希

望能够为肿瘤诊疗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我的父亲是一名中

医。从小看着父亲给人治

病，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父

亲每天总是忙忙碌碌，三

更半夜有患者来敲门，他也是急匆

匆地赶过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副院长张清媛教授从小

将父亲为患者服务的场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也因此在填报志愿的时

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医学。“能用

自己的一技之长帮助别人是一件幸

运的事，医生就是这样一份崇高而

神圣的职业。”

“刚毕业到肿瘤科的时候，还会

觉得有点恐惧。看着放疗患者脸上的

‘红色印记’，内心总有些煎熬和难过。”

最初接触肿瘤科患者，张清媛心里还

未做好充分准备。

工作后不久，张清媛接诊了一位从

下级医院转诊过来的 20 多岁的小伙子，

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症状，是

严重的上腔静脉压迫综合征。当地医院

怀疑是食物中毒，来院后诊断发现，患

者有纵膈肿块，初步诊断为纵膈淋巴瘤。

患者情况危急，治疗风险大，患

者家属也很犹豫是否继续治疗。医生

们见此情况，建议“搏一下”，坚持

就还有希望！最终经家属同意，对患

者进行了大剂量化疗，患者奇迹般好

转康复。

“我当时三天三夜没有离开医院，

时刻关注患者病情，生怕有闪失。”

张清媛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从她的语

气中依然能感受到她紧张的情绪，如

今患者建立了自己的家庭，逢年过节

一家人都会来看望她。“从那以后，

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身上所承担的重

任，医生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患者健

康，我们的每一分努力就是患者的多

一分希望。”

这一点一滴的努力与坚持、感动

与欣慰，织就了她 30 余年与患者携手

抗击肿瘤之路。

“多一分努力就多一分希望”

精准治疗打破淋巴瘤诊疗桎梏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贾薇薇

“对患者要努力做

到百分百的好，既要有

过硬的业务能力，还要

有满满的责任心和同理

心。”这是上海市第一

妇婴保健院院长、上海市医师协会

妇产科医师分会会长万小平教授对

自己，也是对全院职工的要求。

万小平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山

东省立医院妇产科工作，作为全国第一

批妇产科博士位点学科，科里拥有苏应

宽教授、王佩贞教授等一大批知名妇产

科学专家，医院的医、教、研氛围非常好。

王佩贞教授是万小平的导师，她

的家里看不到什么像样的家具，却随处

可见各种妇产科专业书籍。王教授每天

四五点钟就起床阅读文献，几十年如一

日，离休后还去科室给年轻医生带教。

耳闻目睹的这些事，对万小平影响很深，

他希望自己像老师那样，努力做到更好。

2013 年，他来到上海市第一妇婴

保健院担任管理职务，并在临床科研上

带团队、出硕果。多年来，凭着对医者

天职的热爱和对患者的关爱，他获得了

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上海市领军人

才、上海工匠及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诸多荣誉。他说，

这些都与老师的言传身教分不开，老师

的教诲让他片刻不敢松懈。

在万小平眼中，妇产科是一门非常

有意思的学科，医生既要有外科医生的

果断，又要有内科医生缜密的临床思维。

他始终坚持，作为一名医生，业务能力

的不断提高永远排在第一位，因为只有

拥有了好的技术，才能更好地救治患者。

一位年轻孕妇被诊断为妊娠合并宫

颈癌。腹中宝宝与肿瘤同时在生长。万

小平带领一妇婴多学科专家团队，对患

者展开了联合救治，最终制定出适合患

者病情和胎儿发育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该患者在妊娠28周后开始接受Ⅰ期化疗，

32 周时接受剖宫产术，同时由万小平主

刀实施宫颈癌根治术。最终，母子平安，

万小平和团队终于舒了一口气。

每次手术结束后，万小平都会认

真思考和总结手术的每一个步骤，同时

对于整个手术团队他也会提出更高的要

求。他撰写的厚厚 20 余本手术笔记，

成为了带教学生的一手教案。

万小平率领团队不断优化手术操作

流程，减少术中出血，最大限度减轻组

织创伤，加速患者术后康复。目前，该

团队已经将腹腔镜内膜癌分期手术的标

准时间控制在 1 小时，腹腔镜根治性子

宫切除手术的标准时间控制在 2 小时。

科研虽然乏味枯燥，却能给患者带

来真正的益处。万小平是一名科学“发烧

友”，他能够从科研中找到乐趣和满足感。

他喜欢思考各种临床问题，也喜欢与他人

探讨。他认为患者需求是激发医者进行科

学研究的第一原动力。

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手术切净率低，

很难达到手术满意切除，从而在术后残留

病灶，造成患者化疗效果不佳，短期内复

发。万小平团队对卵巢癌进行深入探索和

研究，针对晚期卵巢癌采用“三明治疗法”，

这样能提高手术的切净率，延缓肿瘤复发

时间，从而提高卵巢癌患者5年生存率。

这项研究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万小平介绍，改革开放40年以来，

妇科肿瘤的整体技术有了翻天覆地的进

步，治疗理念有了很大变化，从破坏性和

摧毁性治疗逐渐转变为个体化和保留功

能性治疗。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团队努

力争取为宫颈癌患者做广泛宫颈切除手

术而保留患者生育功能；为子宫内膜癌患

者做卵巢组织冷冻保存而保留生殖内分

泌功能；为外阴癌患者手术后做外阴阴道

整形手术从而恢复患者的性功能。

对于早期诊治，目前只有宫颈癌才

能真正做到三级预防。子宫内膜癌，尤其

是被称为“妇癌之王”的卵巢癌，目前的

医疗技术水平还无法做到真正的早期诊

断，还有许多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等着去

完成。万小平希望，加强基础研究向临床

的转化，向着妇科肿瘤的早期诊治方向不

断努力，造福更多病患。

铭记教诲  师恩难忘

优化技术才能更好救治患者

患者需求激发科研第一原动力

精准个体化与早期诊治是努力的方向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郑真真

张清媛：用一技之长
为患者解除病痛 万小平：做医学科学的

“发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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