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连波医生 （左二） 在

带教摩洛哥当地进修生。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提供）

■本报见习记者 金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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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0 年到 2017 年间，全球 5-14 岁儿

童精神类疾病的疾病负担从排位第七上升到第

二，神经系统疾病则从第十二位上升到第八位，

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找到应付这些疾病快速上

升的对策。 ”日前，在上海脑科学与类脑智能发

展研讨会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江帆

给出的数据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要破解这一难题， 医生们需要科学家首先

从基础研究出发，摸清大脑的工作机制。 同时，

还需要配合药物研发、治疗手段创新等，江帆坦

言，这需要临床医学、基础科研、医学影像学等

多学科协作共同应对。

脑科学的临床研究已经步入
瓶颈，医生呼唤与多学科开展合作

大脑是最神秘莫测的研究领域之一。 但正

由于其高度复杂， 如何针对脑疾病做出精确诊

断是医生们面临的最大困难， 而青少年的脑疾

病原因则更复杂。

据悉， 目前的脑疾病诊断多是以症状性诊

断为主，医生往往只能“盲人摸象”，有时候甚至

是猜测。 江帆说，要找到病因，需要借助脑科学

的基础研究结果。而且，早发现早治疗在精神疾

病领域更是重要。 “尽早发现有助于医生从药

物、 行为以及家庭关系等多方面入手， 及早干

预，帮助孩子从病中恢复过来。 ”江帆说。

此外，精神类药物并非对所有人有效，以抗

抑郁药物欣百达为例，其有效率仅为九分之一。

这就需要脑科学的基础研究为临床诊治找到更

多的生物标志物， 或者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辅助

诊疗， 药物基因组学可以帮助医生预测用药情

况等。 江帆说：“这些都离不开多学科合作。 ”

病患大数据成为上海脑科学
发展的大优势

跨学科的研究和合作必然离不开共有的数

据库。数据是脑科学研究的基础，大样本数据库

也成为各国脑科学计划的重点内容之一。“上海

在神经科学和精神科学的临床医学上有很大的

优势。 ”江帆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

市精神卫生中心以及三家以儿科见长的儿童医

院每年共计接纳的自闭症病例数可达 1500 例、

多动症患者 1 万例、情绪障碍患者 8000 例。

同时，为保证数据质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正在医院内部建

立标准化数据库，采集病患的遗传数据、影像学数据、临床表征数

据等。据悉，这一数据库规划将打通 13 家医院的临床数据资料，并

将对接张江基因数据库共享平台。

眼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已经开始与各类机构开展跨界合

作。他们把临床上遇到的难题提炼为具体的科研问题，中国科学院

神经科学研究所的非人灵长类平台将开展基础研究并建立动物模

型，最终再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

“我们的设想是，以项目为引领，推动临床问题在基础科研上

得以解决，并最终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江帆说，受推动的将包括

新药研发、医学影像设备等在内的多个产业端，最终获益的还将是

病人。以医学影像设备为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与医学影像先进

技术研究院合作，原来要 45 分钟才能完成的多模态脑成像技术现

在只需 5 分钟，甚至还能从分子层面看到更细微的代谢图像。 “有

些隐藏的病灶很难发现， 但医生可以通过病灶的代谢差异来找到

它们。 ”江帆说。这就是医学和工程学跨界发展的产物。未来，在脑

科学的大平台下，这样的合作还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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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 今年是我国派遣

援外医疗队 55 周年 。

半个世纪的接力援外之
路， 一批批上海医务人
员以过硬的技术、 拳拳
的爱心， 在沙漠地带浇
灌出 “健康之花”， 诠
释了当代医务工作者的
大国情怀与大爱无疆的
精神

上海医生用仁心浇出“健康之花”
接力援助摩洛哥，今年一个医疗队和四名个人荣获“全国援外医疗

先进集体”与“全国援外医疗先进个人”称号

摩洛哥，地处撒哈拉沙漠，常年无雨 ，

沙尘暴肆虐。 在这里，一群中国医生却远离

故土，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接力行医。

今年是我国派遣援外医疗队 55 周年，

记者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获悉， 上海中医

药大学穆罕默迪亚援摩医疗队荣获 “全国

援外医疗先进集体”称号，程克文、周健红、

潘伟华、姜全明四名上海医务人员荣获“全

国援外医疗先进个人”称号。

他们的背后， 是长达半世纪的接力援

外之路。 一批批上海医务人员以过硬的技

术、 拳拳的爱心， 在这片沙漠地带浇灌出

“健康之花”。

“中国医生， 我的朋友！”

在摩洛哥滨海小城穆罕默迪亚， 如果

询问“中国针灸中心”在哪儿，当地人都会

立刻带你找到，并且告诉你：“中国医生，我

的朋友！ ”言语间，你能感受到当地人的自

豪。 这是一份接续 30 多年的友谊与信任。

这个中心的所在地是一幢普通民居 ，

门外带有五星红旗图案的“中国医疗队”标

识牌格外引人注目。 “1986 年，上海派出第

一个针灸组， 设立中国援摩洛哥医疗队穆

罕默迪亚分队， 随后又将中医特色疗法中

的另一招绝活———推拿 ， 在北非发扬光

大。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

医院胡炳麟介绍。

2016 年至 2018 年，第十六批穆罕默迪

亚医疗分队有三位中医医生， 全由上海中

医药大学选派，队长就是胡炳麟，他是一名

资深的推拿医生， 与他一起的还有李连波

医生以及来自龙华医院的潘云华医生。

过去的 32 年中，16 批援摩中医专家们

将诊所打造成了摩洛哥最著名的针灸推拿

机构。 他们在当地发展了内科、外科、妇科、

儿科、骨科、五官科、皮肤科等科室，涵盖 50

多种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的诊疗工作，

收获当地人发自内心的感谢。

“曾有一位摩洛哥的农村老人步行整

整一天，很晚才赶到针灸中心。 当天的治疗

结束后，老人激动得不知如何表达，就用当

地最高礼遇回报———深深亲吻了我的手。 ”

原援摩医疗队队长、 岳阳医院医生李昌植

告诉记者。

由于在当地受到热捧，目前，穆罕默迪

亚医疗分队已完成国家卫生健康委 （原国

家卫生计生委）援外“中医合作”中医中心

项目，增设中医推拿专科门诊新项目。

“不竭力救治生命就会告终”

在摩洛哥多地， 都有上海各级医院的

医务人员，“条件艰苦” 是所有人面临的第

一课。 嘉定区中心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姜

全明 2014 年成为第十五批上海市援摩洛

哥拉西地亚医疗队员，并担任队长，远赴摩

洛哥拉西地亚省。 他至今难忘与拉西地亚

省的“第一面”：一望无际的沙漠，陈旧简陋

的工作环境……拉西地亚医疗队远离大城

市，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沙尘暴肆虐。

没有时间犹豫， 当地人的医疗需求等

着他。 外科医生的“战场”是手术室，而在摩

方手术室，手术灯大多是坏的，手术器械也

破旧不堪，开阑尾没有阑尾钳、开胃肠没有

肠钳、 有时电刀也接触不良……在有限的

条件下，姜全明一例接着一例，两年里完成

了肝脾破裂、胆结石、各种肠梗阻、巨大嵌

顿性疝、消化道穿孔等近 500 例手术，抢救

病例 40 余例，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不知道

有多少次病人出院时一边亲吻着他的双

手，一边流下热泪。

没有“高精尖”手术器械的加持，摩洛

哥考验着上海医生的“真功夫”。 姜全明说：

“病情再严重，手术再复杂，可我如果不拼

尽全力，病人的生命会就此告终。 因为我是

全省唯一的在职外科专科医生， 这意味着

我决定着这些病人的生死。 ”

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小儿外科副主任潘伟华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间担任中国援摩洛哥医疗

队第十八批驻梅克内斯医联分队队长 ，服

务于穆罕默德五世医院。 这是梅克内斯地

区最大的综合医院。 但是，潘伟华经常只能

用唯一一把能有效夹闭血管的止血钳 ，夹

一处、切一处、缝一处，绣花似地一点一点

完成一台手术， 而手术的完美程度却经常

令当地助手赞叹不已。

在当地， 关于中国医生的动人之歌还

有很多。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

任周健红，2013 年“驻守”摩洛哥塞达特哈

桑二世医院， 这是塞达特大区的产科医疗

中心， 周边城市的急危重患者都会转诊至

此。 由于当地正规产前检查尚未全面普及，

因此危重产科并发症、 合并症 （如前置胎

盘 、胎盘早剥 、脐带脱垂 、子痫前期 、横位

等）很常见，国内罕见的子宫破裂和会阴三

度裂伤也经常发生。

援摩期间 ， 周健红共看急诊 3080 人

次，手术 1463 台，组织重度子痫前期、子宫

破裂、产后大出血、功血等危重抢救高达 41

例。 她的医德、医术得到了摩方医护人员及

患者的一致赞扬，都说中国医生“很棒”。

为老者疗 、 为贫者医 ，

你们是天使

宝山区仁和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程克文

是上海市第 166 批援摩医疗队队长， 2015

年他带领 12 名援摩医疗队队员在沙温

（舍夫沙万） 省默罕默德五世医院开始为

期两年的工作。 这座医院位于深山中的小

镇， 山区贫困落后， 肺结核病人很多。 为

减轻病人的负担和痛苦， 程克文自己学会

做 B 超给患者胸水定位， 提升胸腔穿刺成

功率。

随着时间推移， 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

越多。 第二年程克文收治的病人就比第一

年增加40.6%，急诊人次与第一年相比增加

306%！ 当地百姓甚至称沙温默罕默德五世

医院是“中国医院”。

在拉西地亚省的姜全明则解决了三个

当地重大的医疗问题： 他率先开展了乙结

肠切除一期吻合+末端回肠造瘘的手术方

法； 率先开展了利用简单的聚丙烯平片腹

膜前修补腹股沟疝， 解决手术后容易复发

的问题；因为他的带领，腹腔镜手术成为当

地胆囊炎、胆囊结石的常规手术。

“为老者疗、为贫者医”，这群上海医生

诠释了当代医务工作者的大国情怀与大爱

无疆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