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底，王增武团队发表在 JAMA

心脏病学子刊上的“职场多方位干预的

高血压控制效果”荣获《美国健康促进

杂志》2021 年度主编论文奖。杂志主编

透露了获奖原因：显示当地文化在人群

健康改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且基于大

样本长期观察“多重措施干预效果”的

研究，仍然是“稀有物”。

而这正是王增武一直在做的事，“我

们一直在探索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健康、

亚健康和心血管病患者人群，同时也在

寻找适宜并便于在全国推广的控制心血

管病危险因素的形式、模式和方法。”

此外，王增武也在带领团队努力描绘我

国心血管病防治效果图，为完善我国心

血管病防治策略提供基础信息。

以高血压防治为例，中心于 2005

年启动了全国高血压社区规范化管理项

目，旨在通过培训提升医务人员对于高

血压防治知识的掌握，更好地服务高血

压患者人群。当前已在全国26个省（区、

市）的 50 家单位、2600 余家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开展相关工作。

王增武表示，当前心血管病防控

倡导既要关注健康生活方式，也要加

强危险因素的控制，高血压管理正是

心血管病防治的基本点。同时，在响

应国家“大健康”号召的背景下，我

们也要逐步向多重危险因素和综合风

险控制迈进。

对于下一步的科研计划，王增武表

示，“对于心血管病的原始性探索不能

松懈，我们还要继续寻找心血管病的发

病、致病因素，为进一步全面防控心血

管病提供理论基础；同时，要积极探索

有效的方法手段，让成熟、有效的手

段能够被公众所接受，让先进的科研

成果能够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此外，心

血管病的二级预防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我们仍要继续挖

掘减少残障、提

高生活质量的措

施，使患者能够

最大程度地恢复

身体功能和社会

角色。”

王增武 教授王增武 教授

老李最近不知怎么，收缩压总是在

160 mmHg 下不去，是不是降压药没效果

了？“通常这种情况，会考虑是不是季

节变化？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好？也可

能是药物敏感性下降所致。”王增武给

他调整了药物，嘱咐其回去再观察观察，

并提醒注意生活方式的管理。

2 个星期后，老李回来了，血压虽然

比之前控制好些，但还是不达标。“这

时我们就考虑可能不是药物的问题。再

仔细一问，原来前段时间老家给他带来

一坛家乡的酱菜，老李每顿都吃点。我

一听，可能罪魁祸首在这呢，就嘱咐老

李先不吃酱菜试试看。”

又过了 2 周，老李血压正常了。他有

些激动：“原来也知道高血压得少吃盐，

但真没想到，影响这么大！”王增武也在

反思，怎样才能让患者把听到的知识真正

落实到天天月月年年的日常生活中？

“只能持之以恒地提醒公众，同时

也要用生动的案例让公众真正理解健康

管理的意义，把听进去的知识转变为行

动。”王增武想对每一位致力于慢病防

治的医务人员说，“不管公众的认知水

平如何，作为医务人员而言，我们要有

谆谆教诲的耐心，长期坚持的恒心，先

觉先知的睿智，去指导、引导老百姓的

理念、行为，让他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

中来，决不能轻言放弃。”

为了更好地与基层医务工作者交流

沟通，传播心血管病防治理念和措施，“我

们开通了‘心脏健康社区’微信公众号，

由此实现了立体的、‘海陆空式’地为

基层医务人员和患者提供心血管防治知

识技能和方法手段，使之成为防治心血

管病的有力武器！”王增武介绍。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贾薇

薇）把心血管病防治的主战场由医

院转向社区，推动我国心血管病防

控整体水平的提升，是国家心血管

病中心的使命与担当。而国家心血

管病中心社区防治部则是将这一

目标落实在行动上的力量之一。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社区防治部主

任王增武教授说，我们的任务是

唤醒公众对于心血管病防治的重

视，唤醒每个人

是 自 身 健 康 第

一 责 任 人 的 角

色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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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耐性   有恒心   决不轻言放弃

描绘我国心血管病防治效果图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社区防治部主任  王增武

唤醒公众角色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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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肿瘤医院大内科副主任、消化内二科主任  陈小兵

抗癌科普“魔术师”养成记

陈小兵  教授陈小兵  教授

很多大专家不屑于做小科普，陈小兵则

不然，他强调做科普要观念先行。他早就认

识到，每位医生都是科普专家，只是有做得

好坏之分。在陈小兵身上，有做科普的很多

优势，观念的优势、知识的优势、临床实践

的优势。

如果您来到河南省肿瘤医院，看到有一

个患者里三层外三层聚在一起的诊室，那别

怀疑，不是医生在里面晕倒了，而是你来到

了陈小兵的诊室。

随着做科普的名气越来越大，门诊量与

日俱增，有时甚至一上午就需要看70个患者，

占用下午医生的看诊时间，这该怎么办？每

个患者缩短看诊时间？陈小兵说“很多患者

都是拖家带口坐着高铁，甚至坐着飞机来的，

你给人家两三分钟打发了，咱对不住人家，

那也不是咱的风格，得让患者觉得满意。”

另一方面，肿瘤治疗分亚专业后，陈小兵负

责最多的患者是食管癌、胃癌、肠癌。“重

复的话说得太多，一上午门诊一句话要说几

百遍。”后来在其他地方讲课时，他突然想

到了“何不把诊室也变成科普基地？”

在征得就诊患者同意后，他请尽可能多

的患者进入诊室，给大家一起讲。每个人看

诊只有5分钟，但是5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多

听20分钟，这样一来患者都听得过瘾，对自

己的疾病了解更清楚。经常有患者9点看完

诊还不走，听陈小兵讲到下班，说还想多听听。

都说肿瘤患者谈癌色变，看过陈小兵的

门诊就不存在这一问题了，该怎么诊治、注

意什么，患者家属都很清楚，沟通顺畅、依

从性强，医患关系也相应地融洽了。

“科普和其他事情不是割裂的，它不是

一个独立的职业，可以融合在工作生活的方

方面面。”陈小兵说，“外科医生的阵地是

手术室，而内科医生随时随地都是阵地，门

诊、病房、电梯、楼道、出租车。”甚至他

回老家过年，还在大年初一为村民做科普讲

座，这种春节走基层做健康科普的做法他已

经坚持了4年。他还将他的科普理念上升成

了理论“临床科普化、科普临床化；用科研

的态度做科普、用科普的水平讲科研；科普

有助于提升临床医生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

响力。”

做科普不容易尤其是肿瘤专业科普。

现代医学日新月异，肿瘤学科进展尤其如

此，肿瘤医生时刻要保证自己的知识处于

进展前沿。这也是肿瘤医生做科普的优势。

但即使是紧跟学科前沿的专业人士来做科

普，还不够。

做科普还需要“不断试错，不断坚持，不

断优化，不断整合，更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

这里面的学习既包括学术能力，也包括科普能力。

“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取众人之所

长长于众人。”这是陈小兵多年来一直告

诉自己的。他还对记者说，今天你是来问

我，要不我就要带个笔记本。他有个坚持

了 20 多年记日记的习惯，在上面每天总

结，现在已经记满了 40 个本。

陈小兵迈入河南省肿瘤医院工作已

21 年，他始终坚持临床为根 , 科研为魂 ,

科普和教学做两翼 , 下基层、走街道、

进校园、入社区 , 甚至在他诊室外面，

候诊的患者都可以扫二维码看科普视频。

如今更是借助微博、视频号、抖音等互

联网工具，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科普。

随着喜爱他科普的人越来越多，他的

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如今他已是国家健康

科普专家库首批成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

防治科普专业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河

南省首席科普专家、河南省医学会医学科

普分会副主委、河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医

学科普专委会主委、河南省控烟形象大使、

河南省健康素养促进大使等，更大的舞台

让他越来越忙碌，但他也一直没有忘记为

什么出发。他说“做科普我既要扶正还要

驱邪。”他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观念，不断

地学习最新医学知识，把正确的知识告诉

给大家，把错误的理念纠正过来。

如今，他正利用这越来越大的平台，

发出更大的声音，让癌症防治重在预防

的 理 念 深 入 人

心，为“健康中

国 2030” 和 乡

村振兴贡献自己

的力量。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王丽娜）

门诊讲、楼道讲、电梯讲、出租车讲，

处处是科普阵地。站着讲、坐着讲、跳

着讲，怎么讲都引人入胜。他讲述的科

普知识通俗易懂、可操作、接地气、正

能量，深受社会大众和媒体欢迎，被媒

体誉为“中原肿瘤科普第一人”。

他就是河南省肿瘤医院大内科副

主任、消化内二科主任陈小兵教授。 

“发自内心热爱科普，并大力推广预防

为主的防癌理念。”是他始终坚持公益

做抗癌科普的初心。近日，记者有机会

倾听这位人见人爱的

科普“魔术师”是

如何“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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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科普先行者

日思夜想 一句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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