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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仁心医者
创造医学奇迹的上海名医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周年! 在上海的卫生健康系统里"有一大批在祖国怀抱里成长的专家名医"他们热爱祖国的医学事

业"关爱患者"刻苦专研医术"为祖国医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医学奇迹!这些名医自身的成长经历#爱国奋斗故事是
广大青年医生成长的动力"也是广大青年医生学习的楷模!

中国医师奖获得者、上海市胸科医院
首席专家廖美琳教授从医60余年，和肺癌
研究“亲密”接触了近半个多世纪，可以说
她是中国肺癌诊疗发展的最直接见证者。

1957年，廖美琳从上海第二医学院
毕业，分配到胸科医院工作。当时肺癌患
者很少，结核病、气管炎病人多，廖美琳便
从一个呼吸科医生做起。70年代初，肺癌
开始抬头，上海市胸科医院开设了我国首
个肺癌专科病房，自此廖美琳的工作重心
完全放在了肺癌研究上。

廖美琳说：“当医生就要有勇气闯禁
区，我的心中总充满了为什么，我想要找出
答案。”1978年，中国踏上了改革开放的
新征程。那一年，廖美琳完成了自己人生第
一篇关于肺癌的论文———《肺癌的倍增时
间与预后的关系》，被刊登在中华医学杂志
上，这更增强了廖美琳研究肺癌的信心。此
后，她在国内首先提出小细胞肺癌化疗结

合手术的多学科治疗，将小细胞肺癌患者
的5年生存率从10%以下提高到36.3%，
改变了以往认为小细胞肺癌不能手术的观
点。1985年开始，她在国内率先开展自体
外周血干细胞支持下的高剂量化疗在小细
胞肺癌中的研究，使这部分患者的中位生
存期延长至22个月，进一步提高了癌症患
者的生存率。对于肺癌中最常见的非小细
胞肺癌，她也没有“放过”。廖美琳在国内率
先开展了Ⅰ～Ⅲ期非小细胞肺癌手术多学
科随机研究。2017年，廖美琳发表了最新
的SCI课题研究，发现血管内壁因子恩度
手术辅助治疗对Ⅲ期肺癌有效，取得了肺
癌研究领域又一突破性的进展。

这些年，全球肺癌诊疗走上了更有效、
更规范的道路。廖美琳目睹并参与了这些
新技术的落地，亲历了肺癌诊疗时代的更
迭。1980年，她在两位恩师徐昌文教授、吴
善芳教授的指导与帮助下，参与撰写了中

国第一本肺科肿瘤专著《肺癌》。2005年，
廖美琳主编了《恶性胸膜间皮瘤》一书，这
是我国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该领域的专
著。走过近半个世纪，针对小结节肺癌越来
越多的现状，她又于2016年主编出版了
《微·小结节肺癌》，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阐
述“微·小结节肺癌”的专著。

作为一名女性，廖美琳对女性患者也
有着特殊的关爱。她最早开始关注“女性
肺癌研究”，率先进行了大规模女性肺癌
的流行病、病因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发
现我国女性肺癌发病趋势高于男性，并不
断探索找出背后的原因。

今年已经85岁的廖美琳依旧每周出
门诊，坚持阅读文献，掌握肺癌诊疗最新
进展。做肺癌医生近50年，廖美琳用好奇
心和勤奋的学习，成为肺癌领域的执牛耳
者。“我现在对肺癌越来越有信心，在将
来，肺癌是有可能治愈的”。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
合医院名医特诊部，有一间洒满阳光的诊
室，98岁高龄的国医大师朱南孙教授端
坐于一把宽大的木椅，她的指尖轻轻触碰
对方的腕脉，慢声问诊，细语宽慰，然后静
心凝思，总能精确找到病症所在，对症用
药……
“一问年月二问经，及笄（女子15岁）

详查婚与亲，三审寒热汗和便，四探胸腹
要分明，头痛腰酸多带下，味嗅辨色更须
清，五重孕育胎产门，崩漏注意肿瘤癥，六
淫七情括三因，八纲九候祖先问，本病杂
症须弄清，十全诊治方得准。”
这是有名的“朱氏十问”，也就是朱氏

妇科创始人、朱南孙的祖父朱南山自拟的
《妇科十问口诀》，奠定了朱氏妇科一派的
基石。朱南孙在很小的时候就耳熟能详，

至今依然朗朗上口。
“我父亲说，作为一个医生，一定要尽

职，一定要有同情心，还要有恻隐之心。”
在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与鼓励下，朱南孙
18岁学习中医。大学毕业后，她跟随父亲
出诊，渐渐成为得力助手。1952年，朱小
南与朱南孙加入上海市公费医疗第五门
诊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
合医院名医特诊部前身）工作，创建了当
时上海医院中第一个独立的中医妇科。
切脉要准，病情要问。对于朱南孙而

言，这就是她的“秘诀”。“我以前有一个病
人，嫁给外国人了，她来看我的门诊，不孕
症，我给她开了一个方子，后来她生了一
个孩子。等她到了国外，还想生，就打电话
给我说：‘这怎么办？我没办法来看你的门
诊了。’我当时也没什么好办法，就让她再

试一下那个方子，结果，又生了一个孩子。
后来，她还把这个方子给她的外国朋友，
也成功怀孕了。”朱南孙笑着说起她诊治
过的一位病人，而她所说的方子，就是著
名的“朱氏调经促孕方”，所用药材一点也
不“神秘”：党参、丹参、当归、黄芪、熟地、
仙灵脾、巴戟天、覆盆子、菟丝子、石楠叶、
石菖蒲。然而配方比例、如何用药、随证加
减，却是她晚年成功诊治了无数求子心切
的不孕症患者以后，才有的宝贵经验总
结。

看病时，朱南孙的身边总有许多学
生，在每一次病例讨论中传授心得。她的
方子从来不藏着掖着，都是大大方方交给
学生和病人。因为在她看来，中医没有什
么“秘方”，关键就在于“辨证论治”，而这
需要多年不变的耐心、细心与恒心。

献身医学60余年，他花了20年的
时间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健康而奔走；供
职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日日夜夜里，一步
一个脚印，终于赢得了全球卫生界的信
任，担任了ＷＨＯ副总干事。而他在世
界舞台上的出色表现，不仅让国际卫生
领域记住了“胡庆澧”这张响当当的中国
名片，也向全世界展现了属于中国医生
的独特魅力。
1956年，黄浦江畔的两座老牌医学

院———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上海第二医学
院，决定打破陈规，尝试将毕业生交换进
入教学医院工作。这一年，有６位第一
医学院的毕业生来到了广慈医院任住院
医师，胡庆澧是其中之一。

此后，胡庆澧从英国留学归国，带领

６７个医护人员出色地完成了下乡防治
血吸虫病的任务。1969年，他又参与了一
件和他的专业关系并不大的事。后方瑞
金医院在安徽山区筹建，胡庆澧是唯一
一个以医生身份参与筹建工作的人，他
和上海市规划设计院一起搞土建，学着
造起了水厂、电厂。多年后，当ＷＨＯ的
工作人员发现胡医生竟然能看懂工程图
纸时，惊讶以及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1972年，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沉

寂多年之后，终于在国际舞台上有了发
言权。４年后，卫生部来到二医和瑞金医
院，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找一个能说英
语的医务工作者一起到日内瓦开会，翻
开档案材料后，他们认准了胡庆澧。

会议结束后，ＷＨＯ却不愿意放胡

庆澧走了，他们提供了一份３个月的合
同，聘他作为临时顾问，为接下来的阿拉
木图会议做准备工作。之所以选来自中国
的医生为顾问，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时的总
干事希望能在全世界推行中国农村卫生
保健工作方面的经验，胡庆澧在后方瑞金
医院的那段看似“浪费时间”的经历，使他
成为了ＷＨＯ官员们眼中的专家。
３个月后，胡庆澧回国不久，卫生部

又通知他被聘为了 ＷＨＯ 西太平洋地
区办事处的短期顾问。此后，胡庆澧一级
一级地从事着ＷＨＯ各个阶层的工作，
也成功完成了一个临床医生向联合国官
员的转型。这一路走来，他用行动向患
者、向国人、向世界展示了一名中国医生
的医者仁心和家国情怀。

廖美琳：耄耋之年坚持“细细看病”

朱南孙：指尖唇间，留住时间

胡庆澧:不积跬步，无以成国之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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