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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名科

诞生于1907年的瑞金医院
见证了外科学在新中国的萌芽
之初、发展之势。1953年，瑞金
外科对外科总论及外科各论的
发展确定明确方向，外科专业化
发展初露端倪。走过半个多世
纪，“勇于创新、敢于挑战、愿为人
先、快人一步”，是瑞金医院普外
科最突出的性格，“优雅”则是瑞
金普外科承于瑞金根深蒂固的
另一面。在时代的发展浪潮中，
多面普外科以生生不息的韧劲
引领并接续传承着风气之先。
无数患者口中的“终点站”式学科
这样炼成。

普外科：“终点站”式学科这样炼成

学派交汇，融合出柳
叶刀的传奇开篇

小小一把柳叶刀，挽救患者于垂危之
际，也铸就名医的诸多传奇。

追溯历史，瑞金医院外科不仅不缺名
医，而是人才辈出，成果不断。这得益于瑞
金医院外科前辈留下的独特学术风气。

1956年底，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前身）进行专业设置调整，“法
比派”和“英美派”的医生们在瑞金医院里
乐享共事，外科在此迅速发展壮大。
“法比派”，即以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

生和一批留学法国、比利时归国的外科医
生为代表，他们严谨认真，注重规范，强调
基本功培养。法国里昂大学医学院毕业的
徐宝彝回国后，开创了中国人担任广慈医
院（瑞金医院前身）外科主任的先河。留学
比利时归国的傅培彬、程一雄、佘亚雄和毕
业于震旦大学医学院的沈永康、史济湘、林
言箴等承担了外科的主要医疗工作。
“英美派”，指的是从被誉为“东方哈

佛”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和留
学英美归国的外科医生，他们思维活跃，推
崇创新，善于打破传统另辟蹊径。他们中
的杰出代表有留学美国的董方中、李杏芳，
留学英国的周锡庚，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
学院的周光裕、柴本甫、汪道新等。

至今令人称道的是，“法比派”傅培彬、
“英美派”董方中两位大师医术精湛、人格
高尚，两人截然不同的个性和手术风格不
仅没影响科室发展，还相得益彰，共同开创
了瑞金外科发展的蓬勃篇章。

肇始于此，瑞金普外科包容大气的学
术氛围如沃土一般，持续培育着新的技术、
新的观念，一项又一项开创性探索得以在
瑞金医院萌芽成长，成为参天大树。

言传身教，让手术刀
始终散发温暖

医术是仁术，手握柳叶刀的外科医生
开的是病，看的是人。“爱组织、爱器械、爱
病人”是傅氏外科技术的核心，也是瑞金
医院外科始终遵循的原则。“手术切口柔
软无硬结，缝线整齐，这些是外科医生的
签名！”这些训导，今天也能不时听到。

言传身教，让手术刀始终散发温暖。
并且，这份仁心仁术还跨出医院的围墙。
1951年，瑞金医院外科组织多人分批赴朝
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1966年，
瑞金医疗队赴皖南山区的上海后方基地，
开展巡回医疗，傅培彬亲任队长。1988年
10月，长江流域特大洪水，以朱正纲为队长
的瑞金医院医疗队赴湖南澧县完成为期20

天的救灾防病任务，并被授予“救灾防病先
进集体”荣誉称号，记集体三等功一次。

援摩医疗队、汶川大地震医疗救灾、
“雪龙”号第三次北极科考、团市委上海青
年志愿赴援滇服务接力队等，都有瑞金普
外科人的身影。

创新为魂，勇踏前人
未至之境

瑞金普外科对创新和引领的执着追
求让瑞金医院创造了中国医学史上的众
多“第一次”。

1977年10月，林言箴等完成国内首例
人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手术，开创国内器
官移植先河。1981年，瑞金医院开展同种
异体原位胰腺移植，再引风气之先。在李
宏为教授带领下，瑞金医院移植团队还成
功开展国内第一例肝脏移植。2002年，瑞
金团队再次实现突破，李宏为、彭承宏等完
成国内首例劈离式肝移植，2004年末，瑞金
团队完成的亚洲首例“腹腔多器官簇联合
移植”入选2004年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

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时任瑞金医
院院长的李宏为从法国召回首届法文班
毕业生郑民华，并带回一项外科新技术
——微创外科。

1992年，郑民华牵头成立腹腔镜研究

小组，举办国内首个腹腔镜技术学习班。
1993年，郑民华完成国内首例腹腔镜直肠
癌手术，该患者术后一直存活至今。1998

年，瑞金医院成立国内第一家“微创外科临
床及科研培训中心”，并成为亚洲腹腔镜与
内镜外科医师协会指定认可的亚太地区微
创外科培训中心之一。2001年10月，上海
市微创外科临床医学中心在瑞金医院成立。

如今，“手术微创”已家喻户晓，中国的
微创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追溯这颗
创新的火种，瑞金外科绝对是绕不开的一
环。2016年11月，第十五届世界内镜外科
大会暨2016年亚洲腹腔镜与内镜外科医
师会议在中国举办，这是世界内镜外科大
会28年来首次在中国举行，由瑞金医院、上
海市微创外科临床医学中心承办。

永葆卓越，占领高峰
居安思危

纵然硕果已经累累，依旧居安思危，
将一个学科建设成为“终点站”，“看别人
看不好的病”不是豪言，而是这个学科对
天下苍生最大的深情。

微创技术后，机器人手术是当前世界
外科领域最新的技术进步，瑞金医院是中国
最早开展机器人手术的医院。2010年，彭
承宏完成达芬奇机器人保留脾脏的胰体尾
切除术，拉开国内开展机器人手术的序幕。
彭承宏、沈柏用开创性地实施众多世界首例
的机器人术式。目前，瑞金医院机器人胰腺
手术量已超过1000例，居世界第二。

消化道肿瘤学科群也是瑞金医院传
统的优势学科。朱正纲教授团队逐渐形
成了以病人为中心、以分期为导向、以预
后为根本的胃癌外科综合治疗体系，以
“不放弃每一个胃癌病人”为宗旨，以“龙”
（DRAGON）系列命名，涵盖胃癌综合治
疗的多项最先进的关键技术。

2009年，瑞金医院乳腺疾病诊治中
心成立，联合影像科、超声科、放疗科、
肿瘤内科、病理科、检验科力量开展多
学科联合门诊，为术后病人制订综合治
疗方案，为疑难病人提供一站式服务诊
治平台。这种诊疗模式进一步提高诊
疗质量和患者就医体验。（潘睿俊）

■暑假做好科学素养的“加法”②

人物小传

孙希才，中共党
员，复旦大学附属眼
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
科主任医师、鼻科副
主任、硕士研究生导
师，嗅神经母细胞瘤
诊疗中心主任、鼻咽
癌多学科全程化管理
专病中心副主任，上
海市医疗人才“组团
式”援藏工作队副领
队，援藏任日喀则市
人民医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

从房顶上扫下来的一堆灰尘中可

能存在微陨石吗？借助体视显微镜，

花费三个多小时精挑细选的数十颗微

小颗粒中，竟然没有一颗是真正的陨

石……这几天，上海市回民中学高中

生马悠逸和队友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

文台天文学实践工作站上海天文馆实

践点参与《微陨石探究》课题。其中寻

找微陨石的经历，让他体验了科研中

的“白费功夫环节”。“失败是科学探究

的常态，学会面对失败是对我最好的

启示。”说起这段经历，马悠逸的表情

既好笑又有点若有所思。

这个暑假，20位来自上海各个学

校的高中生与上海首个陨石实验室

“亲密接触”。在上海天文馆和中国科

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专家们的指导下，

他们不仅学会如何辨别陨石，还能通

过制作陨石标本检测陨石的矿物成

分，从而判断陨石的基本类型。

“高冷又神秘”的天文学
其实“平易近人”

孙韵芸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

中学的高中生，也是该校天文社团的

一员。参加这次天文学科学实践工

作站，孙韵芸还肩负着学校天文社社

长交给她的任务——开学给高一新

生讲天文学的奥秘。在课题探究中，

孙韵芸问题不断：“彗星和陨石有什么

区别？陨石分为哪些类型，内部结构

有什么不同？除太阳外，土星、木星等

星球的运转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

响？……”一连串的问题，让此次课

题指导教师、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

台副研究员王英欣喜不已：“没想到，

上海的高中生对天文学的兴趣如此

浓厚。”

经历三天在上海天文馆的学习和

体验，孙韵芸“收获”了两个没想到。

一是没想到陨石可以如此美丽。偏光

显微镜下的陨石，因为内部矿物成分

各异，在光下折射出多彩的颜色，令人

着迷。上海科技馆天文研究中心主任

林清介绍说，这些美丽的图案甚至可

以做成天文馆的文创产品。

第二个没想到，是改变了孙韵芸

对于天文学的认知。过去，她跟着社

团老师观测星空、观看流星雨等，好

奇心大于科学探究，总觉得天文学

“高冷又神秘”。这次参与陨石课题，

她才知道陨石有这么多种成分和类

型，不同类型的陨石内部结构各异。

更重要的是，陨石对人们日常生活也

有不小的影响，其中隐藏着地球生命

的起源和宇宙运行的秘密。“原来天

文学没有我想象中那样高不可攀，其

实也很平易近人。”孙韵芸表示，未来

可能会选择天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

方向。

科学精神意味着接受失
败和寂寞

参与此次天文学课题实践的高中

生们，不约而同地对在显微镜下寻找

微陨石的过程印象深刻。

上海市浦东实验学校高二学生陈

韵仪回忆说，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她

和队友也只寻找到两颗疑似陨石的微

小颗粒。“我们需要用类似牙签的设

备，将其头部附着酒精，在体视显微镜

头下逐一筛选和寻找。有时好不容易

发现一个类似的颗粒，手稍微抖了一

下，颗粒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陈韵

仪苦笑说。

课题辅导教师、上海科技馆天文

研究中心收藏室主任杜芝茂说，陨石

是珍贵的研究材料，为了能让高中生

们找到陨石，天文馆的相关专家已经

提前对材料进行了初筛。当天学生们

结束课程后，这些专家为了不浪费素

材，还在学生们挑选剩余的素材中重新

筛选，直至晚上10点才离开实验室。

“三天的课题探究不一定能让学生掌握

多么高深的天文学知识，但可以让他

们感受到科学家孜孜以求、不言失败

的精神。”

王英表示，想要在天文学上有所建

树并不容易，除了要有好奇心，对学生的

理科思维要求也较高，同时还要耐得住

寂寞。“深空探测是比较辛苦的工作，很

多科学家会常驻青海等高海拔地区的观

测站，过着黑白颠倒、远离城市的枯燥生

活。”王英说，只有对深空的极致向往和

对浩瀚宇宙的无限畅想，才能对无垠的

天空保持热爱。

馆校合作让学生跳出从
书本上学天文的“窘境”

近年来，随着中国探月工程亮点

频出，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关注到深

空探测等小众学科和研究。但受限于

观测工具和自然条件，如何让中学生

学习天文学时不止于书本和文字？科

研院所、场馆与学校三方合作是一种

新尝试。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党委书记侯

金良告诉记者，2016年起，上海天文台

就加入上海市首批青少年科创实践工作

站，连续9年为中学生普及天文学知识，

共有近千名高中生在这里完成天文学研

究课程。

去年，上海天文馆建成上海首个陨

石实验室，为天文学中的陨石研究搭建

了顶级科研条件。杜芝茂很有感触：“这

么好的实验设备不能浪费，也应该让更

多中小学生参与体验，激发他们对于天

文学的兴趣。”上海天文台和上海天文馆

一拍即合，联手开设了全国首个天文学

陨石类探究课程。

据悉，今年暑假，包括陨石课程在

内，上海天文台为高中生共开设了15

个天文学相关课题。“越来越丰富的场

馆和科研资源，让学生学习‘看得见、摸

得到’的天文学知识，体验科学研究的

严谨，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与科学精

神。”侯金良说。

学会面对失败是科学探究重要一课
■本报记者 张鹏

这个暑假，20位

来自上海各个学校的

高中生与上海首个陨

石 实 验 室“ 亲 密 接

触”。在专家们的指

导下，他们不仅学会

辨别陨石，还能通过

制作陨石标本检测出

陨石的组成成分，从

而判断出陨石的基本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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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开阔了，功能区间也更多

了。”昨天，位于水电路1412号的虹口

区图书馆总馆经升级改造重新开放，一

位资深读者在小红书写下探馆体验。

据介绍，虹口区图书馆曾是上海首

批实现借、阅、藏、查、观、听为一体

的区级图书馆。时间更迭，区级图书馆

作为“书香上海”全民阅读推进的重要

组成，功能也在普惠均等、实用高效、

群众满意的基础上，向着汇集知识、启

迪智慧、交流共享、鼓励创新的高品质

公共文化空间发展。此次升级改造围绕

“融合、沉浸、友好”理念，努力丰富

提升文化供给——通过消除物理隔断、

让渡办公区域等，馆内公共服务面积增

加近20%，馆藏书籍数量、类目等也进

一步增加。

打造无边界的阅读环境

虹口区图书馆馆长韩曜表示，此次

升级改造打破了传统借阅分区格局，更

加注重各年龄段读者的阅读体验和需

求。对于此次升级改造，家住附近的俞

小平感受最深的就是“方便”，各书架

与阅读区域融为一体，打造无边界的阅

读环境。

“专业。”资深读者郭女士从书籍归

类角度，发现了这里的新变化。除了按

传统的中图法上架图书，这里还辟出了

“豆瓣书单”“理想国专辑”“茅盾文学

奖”“天马文学奖”等主题专架，以及

“喝彩奥运，回眸法兰西”等“时令书

架”，将原本散见于文学、社科、旅游

等多个门类书架上的书集合于一处，更

贴合当下读者的阅读习惯。

李先生则关注到三楼新增的“读者

用餐区”。原来，馆方发现有些读者中

午就在楼道、开水间吃点心、快餐等，

便将靠近少儿图书室的一间员工办公室

改造成了用餐区。

根据读者提议，除了保留放大镜

等辅助阅读设施，近80%的座位增配

了可供外接电源的插座，在三楼还新

开了可预约的自习室。这里积极打造

数字图书馆，通过设置数字智能书

架，为读者精准提供图书的实时位

置，通过数据采集借阅信息，分析形

成读者画像，以此切中需求，持续提

升服务水平。

培育有影响的阅读品牌

正值2024上海书展，作为分会场

活动，连续举办了12年的“虹口区青

少年阅读节”昨天在虹口区图书馆启

动。一上午，三场不同主题的活动同步

进行：一楼公共空间，儿童文学作家、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带来了“我的

动物朋友”主题讲座；三楼少儿图书室

内，插画师、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亲子阅

读推广人黄安琪向亲子家庭作了题为

“丝路上的敦煌”绘本分享；另一侧的

学龄儿童阅览区，小读者们在专业人士

指导下用衍纸手作形式创作虹口区的文

化地标。

韩曜介绍，在改造时，特地将挑空

的二楼用玻璃屏障封闭起来，确保不同

空间彼此的隔音效果。除了亲子活动空

间，此次升级还增设了多个中小型活动

空间，可举办阅读分享、新书推荐、讲

座等活动。

“期待未来这里能培育出更多有影

响的阅读品牌。”虹口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开馆14年来，虹口区图书馆年均

接待到馆读者约150万人次，最高峰时

一年举办各类活动566场。多年来培育

打造了一批阅读推广品牌项目。其中，

“菜场书屋”“e厘米读者信息素养培

训”“彩虹屋的奇妙之旅”“书影随行”

等近十项品牌获评“上海市公共文化建

设创新项目”。今后，虹口区图书馆总

馆将立足综合性区级公共图书馆特质持

续提升功能，曲阳分馆将着力彰显影视

文献特色，和平书院则定位打造文旅商

融合的全天候多元文化空间，共同承接

上海书展“溢出”，构建全域全民阅读

新场域。

虹口区图书馆总馆改造升级，丰富提升文化供给

焕新承接上海书展“溢出”
构建全域全民阅读新场域
■本报记者 单颖文 实习生 刘畅

虹口区图书馆总馆重新开放，功能设施更加齐备，更好服务广大读者。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孙希才是鼻科专家。在现代医学

中，鼻子是通往颅底的重要入路之

一。在他主持下，日喀则市人民医院

成功开展内镜下针对颅底复杂结构

的手术。新技术不仅造福患者，也成

为当地医生的教学案例。医疗援藏

的远期目标，是帮助当地医生也具备

此类高难度手术的能力。为此，在开

拓新技术之余，孙希才努力在雪域高

原创造技能培训、人才培育的平台和

条件。

在最复杂的解剖区解除病痛

头面部的疾病往往给患者带来长

期的痛苦。34岁的罗布（化名）左脸又

疼又肿已经一年了。最近，他觉得脸上

越来越痛，而且吞咽也会感到疼痛。他

前往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就诊，经过检

查，诊断为颞下窝病变以及慢性鼻窦

炎。颞下窝是头颈部最复杂的解剖区

域之一。孙希才决定应用内镜技术为

他进行手术。

援藏医生勇于挑战高难度手术。

一来造福患者，建立医院的良好口碑；

二来高屋建瓴，有利于带教培训当地医

生，高标准地快速提高技术能力。这是

一台复杂的手术。手术开始前，对罗布

的病变部位做了细致的增强CT和磁共

振造影。针对病例特点和手术要点，孙

希才对当地年轻的医生专门进行带教

讲解。

在接受内镜下颞下窝病损上颌骨

次全切除术以及多个鼻窦开窗和中

鼻甲部分切除手术后，罗布的病痛消

除了。

高标准建头颈颅底解剖
实验室

手术完成了，孙希才没有就此满足：

“耳鼻喉科医生要能够在患者的头面部

做精细的操作，这必须经过严格的训

练。我们要创造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平

台和环境。”

孙希才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筹建头

颈颅底解剖实验室。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有国内顶尖的解剖实验室，

日喀则参照上海经验，一比一复制打

造。耳鼻喉科的年轻主治医生真正给病

人做手术前，必须先在实验室操作合

格。而不是以前的那种做法，带着徒弟

感觉“差不多”就可以动手。

为了这个实验室，孙希才煞费心

血。实验室所需的教具和设备仪器要由

货车从内地运上高原。送货的那几天，

他夜里睡不着。后来，传来消息，卡车到

了沱沱河，司机遭遇高原反应，呕吐不

止。孙希才赶忙说，你不要开车了，我这

边安排人手，从日喀则出发前去接应。

东西到了日喀则，他才放心。

目前，头颈颅底解剖实验室已经开

始运作，成为包括耳鼻喉科在内的多个

科室年轻医生的实操培训平台。

沪藏合作成立高原鼻病
研究中心

青藏高原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气候

条件，使其成为研究特殊病例的天然实

验室。一名优秀医生不会错过这样的

机会。

孙希才很快发现，高原低氧、强紫外

线的气候特点，使高原慢性鼻病患者有

着与平原地区患者完全不同的免疫学特

征。以困扰着很多患者的过敏性鼻炎为

例，高原鼻炎患者的症状要比一般患者

来得更轻。在孙希才推动下，日喀则市

人民医院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

院合作成立高原鼻病研究中心。孙希才

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几位研究生频繁上

高原到中心驻点开展工作。目前，初步

的研究聚焦于高原患者的鼻腔菌群和鼻

腔黏膜细胞。中心已建立高原鼻病生物

样本库300余例。未来，高原上的研究

成果可能造福更广泛的患者。

孙希才：带教年轻医生挺进最复杂解剖区

■本报记者 沈竹士

▲孙希才（右二）带领团队进行手术。（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