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应各位“小医生笔记”粉丝的
要求，为了帮助学弟学妹们在新一
轮的研究生保研中更好地把握医
学专业的选择方向，从本期开始，
“小医生笔记”栏目将邀请各医学
院校临床科室的学长学姐为大家
讲解部分热门专业的学科特点和
发展方向。

上世纪 !"年代，风靡一时的
卡通版《变形金刚》在全球上映，剧
中全金属骨架的机器人所带来的
震撼，部分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得以
展现———#"$%年伦敦奥运会上，南
非残疾人运动员奥斯卡·皮斯托瑞
斯佩戴假肢，在男子 &""米预赛中
力压群雄小组出线，被誉为现代版
“刀锋战士”。而在“刀锋战士”的背
后，一个古老的学科已经在向世人
展示它强大的生命力。本期“小医
生笔记”就与大家一起聊聊———骨
科学的前世今生。

学科交叉领域广
骨科学是最早产生的医学学

科之一，在我国传统医学中，早就
有“接骨术”的记载，而“关云长刮
骨疗毒”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翻
开《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临床医学
卷》，骨科学的定义如下：骨科学，
又称矫形外科学，专门研究骨骼肌
肉系统的解剖、生理与病理，运用
药物、手术及物理方法保持和发展
这一系统的正常形态与功能，以及
治疗这一系统的伤病。简而言之，
骨科学就是研究骨骼肌肉系统的
临床医学分支，但是它的研究领域
却远不止人体的八大系统。

骨科学的学科交叉性，首先体
现在与材料科学的交叉。骨折是骨
科最常见的疾病，传统的接骨疗法
虽然可以实现骨折复位，但对于复
杂性或粉碎性骨折往往捉襟见肘。
于是，随着材料学的发展，人们找
到了许多与人体相容性好、机械性
能优良的材料，统称“生物材料”。
于是，生物材料制成的各种内固定
器材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髓内
钉、钢板、椎弓根螺钉……骨科医
生像工程师一样用它们为患者修
补受损骨组织。“每个选择骨科学
的人，其实也同时选择了材料学，
它俩是一对最佳拍档，”上海交通
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付冬博士
这样谈及材料科学与骨科学的关
系，“用材料科学的理论与技术，应
用到骨科学的临床实践，是目前骨
科医生的主要临床和科研理念。”

骨科学的学科交叉性，还体现
在工程技术领域的融合。人体骨组
织有自我修复能力，但长期以来，
医生们对外伤、肿瘤、先天畸形所
造成的大型骨缺损往往无能为力。
%"世纪 '"年代中期，()打印技术
的出现打破了传统骨修复的藩篱，
为临床骨缺损的治疗提供了一条
新途径。“选用合适的材料，辅以影
像学建模，利用 ()打印技术可以
获取形态功能完全一致的类骨组
织，为患者量身定做一副‘钢筋铁
骨’。”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骨科

专家、上海市关节外科临床医学中
心主任戴尅戎教授这样介绍 ()打
印技术，在他的努力下，()打印技
术目前已经走进临床，为大面积骨
缺损患者的康复带来了福音。

此外，骨科学还与力学、光学
和计算机模拟科学等诸多学科有
着广泛的交叉与融合。“选择骨科
学，你会发现每天都有新的领域，
每天都有新知识。作为一名骨科医
生，想象力要比技术重要，因为往
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实现不了
的，”付冬补充说，“如果你是一位
喜欢挑战的人，那么骨科学可能是
你的不二选择。”

临床工作压力大
医院里每个科室都有自己的

特点，骨科也不例外。大家经常开玩
笑说，骨科医生通常要具备一项重
要技能，那就是“抱大腿”。这种戏谑
的说法形象地告诉我们：骨科是一
个工作强度很大的科室。“骨科手术
一般对体位摆放的要求比较高，在
术中经常需要临时改变患者体位；
在目前的条件下，国内还没有哪家
医院装备可以自动调节患者体位的
机器人或者相应设备，所以这项差
事只能靠人力来解决了，”第二军医
大学附属长征医院王晓亮博士接受
采访时，坦言做骨科确实是一项“体
力活”，他也开玩笑地说：“这可能
也是女生对骨科望而生畏的最重
要原因吧，如果你是一个‘男女搭
配，干活不累’的坚定拥护者，那么
骨科可能不适合你。”

不光如此，骨科就诊患者多，
而且大多需要手术治疗，所以每天
的工作量也很大，“各个诊疗组的
手术日当天往往会安排 *+, 台手
术；‘加班到夜里 '+$" 点是常态，
下午 &+*点下班是变态’，这是我
们科护士对我们的评价，”王晓亮
说到，“如果你认为做完手术就可
以回家休息，那就大错特错了。对
于我们脊柱外科医生而言，术后并
发症是很危险的，它往往会使你功
亏一篑，因此做完手术我们一般要
再去看一下患者的情况，确认一切
安好才能下班。如果你在 $$点之
前到家，那么恭喜你，你的睡眠时
间已经走在了骨科同行的前列。”

“而且，每一台骨科手术时间
也不会很短，即便是最常见的清创
手术，完全处理好也要一个小时左
右，大型的脊柱外科手术可以持续
近十个小时，”王晓亮博士又谈到
自己值班的经历，“骨科值班也不
轻松，如果你在病房值班，晚上还
可以稍微合一下眼；如果你在急诊
或抢救中心值班，那么恭喜你，你
基本可以确保今夜无眠了。”

工作就业难度高
不知从何时起，业内流传着这

样一句话：骨科医生都是“高富
帅”。其实笔者本人就是骨科的研
究生，总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跟这
三个字相去甚远。“高”和“帅”是由
个人的身体素质决定的，与选什么
科室关系不大；但“富”的状态笔者
还真没有切身体会到。“所谓的骨
科收入高，只不过是一个相对的概
念，因为在医疗界，外科收入平均
水平要高于内科收入，也要高于其
他辅助科室，这是由其科室的特点
决定的++骨科工作强度大，技术复
杂，医生成长周期也相对较长，如
果将收入与这些客观条件对比而
言，骨科收入也仅相当于社会上其
他行业的平均水平，还暂且不论从
医学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骨科医
生所要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上海
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医务
处副处长葛晓麟谈及“骨科收入
高”的话题，“选择骨科专业的学生
每年都很多，我认为这是由于骨科
作为一个有活力和挑战性的学科，
能够吸引很多医学生，特别是男生
选报。但也导致了一个很现实的问
题++近年来骨科专业已经‘过饱
和’，就业压力很大。”
“正因为如此，现在许多医院

对于骨科医生都有了更高的学历
和科研要求，三级甲等医院骨科早
就已经非博士不留，所以想选择骨
科的同学需要考虑到这些客观因
素的存在，”付冬博士说，“但是兴
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通过一段时
间的学习和实习，自己确实对骨科
的某一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
有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和刻苦钻
研的学术精神，骨科大家庭也欢迎
你的到来。”

! ! ! !问!当时为什么决定要考研!

!：一方面，作为一个理工科
学生，这么多年各种科学家的名字
如雷贯耳，感觉能在人类科学技术
进步的工作中稍微做一点工作应
该也算是挺有价值的。另一方面也
有比较现实的考虑，不读研的话选
择工作的限制比较多，有可能去搞
一些跟专业完全不搭调的工作，或
不能留在大城市。有不少人说我是
技术宅，虽然我一直觉得不太准
确，但我确实是比较喜欢技术。光
学这东西还是很有意思的，大四的
时候想到学院众多价值七位数的
设备我还没有摸过，不读研岂不亏
大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
从理想、爱好，还是从找更理想的
工作、个人进步方面考虑都是读研
比较好。当年我们完全不考虑读研
的只有 $"-。

问! 研究生生涯已过一年"你

主要做了些什么"是否有符合预期

的收获!

!：研一期间跟本科差不多，课
程压力蛮大，富余的时间基本上主
要用来做课题的前期工作。研二没
有课了，就是不停地忙课题，主要就
是查文献、做实验、分析实验数据。
实验的准备工作从研一下半学期就
开始搞了，不算太顺利，结果并不十
分理想，不过还是先写了一篇会议
论文投出去……收获呢，从学术上
讲还是挺大的，很多原来不清不楚
的问题现在基本上算是比较明白
了。现在就是期待下个学期实验能
取得一些突破，发几篇文章。做课
题还是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

问!研究生已过一半"你对即将

要读研的同学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如果是想做学术的，基础
理论要扎实，不扎实也要基本弄明

白，不要一上来就只知道被导师抓
着做工程。然后还是要多看文献，
养成定期看文献的习惯，多与老师
师兄交流。我在研一的时候有很多
理论方面的问题弄得不是很明白
就开始准备实验了，俗话说基础不
牢地动山摇。结果研二开题的时候
才发现很多东西需要补。

"：同学本科在省内的普通一
本高校，本科毕业大概能在家乡找
份不错的工作，大四时一举考上了
北京著名高校的通讯工程专业。毕
业后，他走上了许多同学和家长所
想的最好的那条路，进入北京某事
业单位，拿到北漂们梦寐以求的北
京户口，工作几年后靠着自己的积
蓄和父母的帮助在北京有了自己
的家。若是没有考研，恐怕现在的
生活是望尘莫及。但是回忆起自己
的三年研究生，.同学却似乎不是
那么满意。

问!你对自己的研究生生活有

什么评价!

"：我觉得那三年，自己没有
好好把握。当初决定读研，一方面
是为了更好的文凭，一方面也是觉
得本科的知识太不够用了。但是研
究生似乎也还是有点失望，我当时
在一个小实验室，没有什么具体项
目，一般是老师让我们做什么我们
就做什么，没什么系统性，而自己也
没有方向，所以现在想起来，总感觉
当时有些虚度光阴。我建议，如果你
很幸运地跟了一位有见地的老师，
就安心学习跟着他好好闯一番名
堂；如果没有那么强势的人带你，就
要自己多用点心去钻研自己所感兴
趣的知识。一定不要束缚自己，趁着
学生的时候多走走多历练，增长见
识，毕业之后就会发现束缚太多了，
很难接触到更好的机会了。

研究生
究竟读什么!

理工科的自白
薛佳玥 #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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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比起文科生，理
工科的“读研深
造”似乎更加
“ 名 正 言
顺、天经
地义”一
些，出国
和读研是理工
科本科毕业后最主要
的两种选择。来自国
内某 '!* 重点工科
院校的 /同学是光
学专业的学生，两
年前他以 &"" 多
分的高分考入本
专业，如今研二
在读。作为一个
典型工科技术
男，他的回答几
乎可以代表所有工
科生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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