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4年8月23日 星期五6 责任编辑/王鹏

■本报记者 张鹏

综合 专题

瑞金名科

病理科医生又称“医生的医
生”，这个医院里的公共平台，地
位举足轻重——每个学科可能
都会与病理科相关，病理诊断不
明确，不仅难以对症治疗，更可能
导致错误判断，付出生命的代价。

1958年6月，瑞金医院病理
科建成，邓裕兰、凌励立、郭寿延、
王宝美、陈志让、王瑞年、杜心垿，
这些教授拉开了瑞金病理的序
幕。2016年，王朝夫教授担任
病理科主任、学科带头人。历经
60多年时间洗礼，瑞金医院病理
科始终秉承“医是本、教是脉、研
是魂”的理念，护航生命之舟。

病理科：显微镜下护航生命之舟

“每张切片背后都有
可讲述的故事”

作为医学上最可靠的“金标准”诊

断，当病理报告无法确诊时，可能会造

成患者的过度治疗或是治疗不足，而良

恶性的交界处常常最难判断。对病人

来说，“建议进一步病理会诊”，就像是

站在了忐忑的人生十字路口。病理医

生开具的病理诊断报告，何尝不是一份

“生死判决书”。

64岁的平阿姨（化名）因左腿骨折

入院，本以为只是外伤，谁知骨折术后，

医生带来一则坏消息：在骨折端发现了

一些软骨组织，送病理后认为可能是骨

的纤维肉瘤。送检标本在显微镜下可

见梭形细胞增生，细胞核有核仁，并伴

黏液变性、坏死，可见软骨化生……不

仅显微镜下的细胞形态很有攻击性，骨

的纤维肉瘤患者大多会出现骨折、且易

发生在股骨端的这个典型特征也符合

平阿姨的情况。

病理会诊申请发到当地上级医院，维

持了此前判断。更令人揪心的是，骨的纤

维肉瘤恶性程度高，对放化疗不敏感，截

肢基本无法避免。这家人抱着最后的希

望来到瑞金医院。病理科主任王朝夫教

授在繁多的报告中注意到一个细节：平阿

姨有糖尿病，创伤后比普通人愈合速度

慢，骨折后骨痂的形成也较慢，一段时间

中，确实会产生更多软骨组织。

“仅从显微镜下判断细胞形态很容

易掉入陷阱：新生的软骨组织与恶性肿

瘤相似，但其实是机体损伤修复的正常

反应，即修复性骨痂，而非恶性肿瘤。”

王朝夫的判断让这家人顿时拨云见日，

腿保住了，阿姨只需好好修养，待骨折

伤愈。

王朝夫说，病理诊断就像下棋，需

要研习“棋谱”，对各类病种的特征烂熟

于心，更需要拥有缜密的逻辑思维能

力，因为“没有一个病理现象是孤立的，

每一张切片背后都有逻辑，有可以讲述

的故事”，当一个病理医生能将镜下形

态、病程、病史等每一个因素都考虑在

内，甚至还要一点灵感，才可能找到清

晰的逻辑链条，最终逼近真相。瑞金医

院病理科就在这位学科带头人的带领

下，逼近真相，护航生命。

大部分时候，病理科并非一个聚光灯

下的学科，他们辅助着兄弟学科，在“幕后”

帮助着患者。而在面对新冠病毒时，这支

特别的队伍冲上了最前线。

2020年2月17日，王朝夫带队的新冠

病毒肺炎病因诊断研究队伍受命奔赴武

汉前线。这支团队通宵达旦，解剖、研究

分析，寻找发现疾病真相的蛛丝马迹，为

阐述新冠肺炎的病理生理、并为后续治疗

提供相关病理学依据，获得了诸多对新冠

肺炎病理方面的重要发现。回忆这段特

别岁月，王朝夫说：“我们这支队伍都是共

产党员，作为党员就是要平时显得出，关

键时刻挺得出，危难时刻豁得出。”

教与学，从内在引领
每一名病理医生

病理科的工作日常是枯燥的，也因

学习周期长、劳动强度大等因素，病理科

医生始终很紧缺，甚至被称为医疗领域的

“稀缺医疗资源”。在瑞金医院，病理科有

着自己的坚持。

每天的病理科课室里，随着一声“看

片了”，意味着每天的带教开始了。进修

生、规培生，都会进入会诊室，在多头显微

镜与大屏前认真听着王朝夫讲镜下的故

事。“要做一个有情怀、有温度的病理医

生。”这句话敲打着每一名年轻医生。

带动整个病理学界提升，瑞金病理始

终在努力。瑞金医院病理科每

年约招收进修医生60名，并连

续3年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年度业务水平测试中取得上海

市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瑞金

医院病理科狠抓“医、教、研”，

完善并细化亚专科建设。如

今，病理科各亚专科的专家基

本齐全，最具病理诊断特色领

域为淋巴造血系统病理、消化

系统病理（胃肠、胰腺）、内分泌

病理、骨软组织病理、泌尿系统

病理和乳腺病理，通过与临床多学科协

作，诊断了大量疑难杂症。

“数智”病理科，放大
“瑞金病理”效能

当前，基因检测已是不可或缺的检测

项目，对此，瑞金医院病理科大力发展分

子病理。瑞金医院分子病理实验室开设

于2016年4月，集临床分子病理诊断和研

究为一体。目前，科内还设有病理取材

室、冰冻快速诊断室、技术室、免疫组化实

验室、细胞室、荧光原位杂交实验室、PCR

实验室、二代测序分子病理实验室，拥有

高端的分子设备，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引进

单细胞测序、三代测序技术。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增多，数字化、智

能化病理也成为病理诊断下一个发展阶

段的重要课题。目前，瑞金病理已计划、

且正在进行全数字化智慧病理科建设的

三年三步走计划，目标实现“一年数字化，

二年智能化，三年智慧化”。瑞金病理希

冀以此推进“院内数字化、多院区同质化、

医联体远程化”的更高标准现代信息化病

理平台，进一步放大“瑞金病理”效能。

病理学科作为连接临床与基础的桥

梁学科，角色地位显要，瑞金病理科通过

与行业领先企业合作，实现多模态智慧病

理辅助诊断算法、全数字化病理信息系

统、数字病理存储及压缩算法等关键技术

的突破，已开发成立了全球首个支持全院

级阅片和二次压缩算法的数字化病理存

储系统，2023年发布了中国首本《数字化

智慧病理科建设白皮书》，为病理科的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提供宝贵经验。

目前，瑞金病理科室人才梯队完善，

技术飞速发展，而人始终是不变的“观察

者”，这里的医生认真对待每一份切片。

“别人能诊断的疾病，我们瑞金都能诊

断。别人不能诊断的疾病，我们瑞金也许

可以诊断。服务患者和临床是我们的使

命，瑞金病理人将一直脚踏实地地走在病

理之路上。”王朝夫说。 （张之涵）

■暑假做好科学素养的“加法”④

人物小传

王庆华，中共党员，博士，副教授，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传承发展处
处长，擅长卫生管理、医学教育与科研、
医学人才培养等。上海市“组团式”援藏
医疗队领队，上海市第八、九、十批医疗
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队队长，西藏日
喀则市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日
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头顶36摄氏度高温，脚踩泥泞土

地，上海市控江中学高二学生陆天沐

来到位于金山区的鹦鹉洲生态湿地公

园，用金属采样器采集到了约40厘米

长的湿地土壤标本。

捏起一小块土壤，陆天沐先看了

看、再闻一闻，后来甚至还用嘴舔了

舔。“入口微苦，随后有咸味，回味像黑

巧克力，脆皮的口感酥皮的本质……”

这位大男生兴奋地发了一条朋友圈，立

刻吸引了不少同伴的回复，由此也定格

了参加野外科考的难忘学习经历。

这个暑假，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

学实践工作站吸引了来自全市各个中

学的120名高中生学员。昨天，其中

的40名学员，随着华东师大地理科

学学院教授王东启前往金山开展野

外科考。

看着学生们在湿地挥汗如雨、兴致

高昂地采集着标本，来自大学的老师不

由陷入深思：学生们明明对地理学很有

兴趣，但为何每年高考填志愿时，地理

学专业总是“遇冷”？要扭转这一局

面，大学还可以多做一些什么吗？

野外科考，确实辛苦但
很有趣

在带领学生采集湿地土壤之前，

王东启向大家展示了两张照片——一

张是迎接朝阳，另一张是迎来日落。

两张照片的右下角有一排白色的

小字，上面记录着它们拍摄的时间：分

别为早晨5：00和傍晚6：50。

“这是我觉得自己拍得最好的两

张照片。那天，我和同事们在滩涂上

采集样本，一共工作了16个小时。”留

着利落的“板寸”发型，黝黑的皮肤，瘦

高的王东启穿着一身运动装，常年与

自然打交道的他提及野外科考，总有

说不完的话。

为了让高中生也能感受到野外科

考的魅力，王东启决定带学生们到湿

地走一走。在一片高过头顶的芦苇荡

里，只见学生们自动排成一列走在栈

桥上，大家快速穿梭在芦苇丛中，试图

寻找一片合适的土壤采集区域。

“这芦苇扫在腿上好痒”“我根本

看不到前面的路”……高中生们几乎

“全副武装”，做足防晒措施，但依旧时

不时发出一句句感慨。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看似可以采

集的土壤，几乎“裸奔”、没有采取任何

防护措施的王东启第一个跳下栈桥，

拿起采样器尝试采集样品，却始终没

法将工具嵌入其中。原来，为了保持

土壤中水分的流动性，湿地公园的工

作人员在土壤表层下面铺设了一层石

子，影响了土壤的采集。

“走，我们换个地方采集！”王东启

一声令下，高中生们一窝蜂地冲出芦

苇荡。这群师生沿着一片小池塘一路

寻找，终于找到了可以采集土壤的湿

地。几位高中生撸起袖子轮番上阵：

“想把采集工具扎扎实实压到土壤里，

还真不容易。”因为长得人高马大，陆

天沐同学第一个体验土壤采集。随

后，为了能将采集到的土壤柱样从工

具中推出来、放到土壤柱样分样塑料

管，他使出了全身力气，后来索性把自

己的肚皮作为支点，把采集器中的土

壤“顶”了出来。

“到野外科考确实比坐在课堂里

看书更有趣，不过如果让我每天都这

样外出采集，实在是吃不消。”陆天沐一

边笑，一边无奈地摇头。仅仅20分钟不

到，豆大的汗珠已经从他的额头上滑落

下来。

追随兴趣选专业，需要更
多底气

带着一副眼镜，看似有些柔弱的冯

梓鑫是复旦大学附属复兴中学的学生，

虽然是个表面文静的女孩子，但真的开

始野外科考后，她就像换了个人：一脚踏

入池塘边的湿地，几乎用上了全身的力

气，很快采集到了湿地的土壤。“我对地

理很感兴趣，高中的地理课本我已经全

部看完了，还看过许多旅游纪录片，不同

地域的地质风貌令我着迷。”

与冯梓鑫类似，新中高级中学学生

曹靖宇参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实践

工作站的初衷也很简单——纯粹是因为

喜欢地理。课余时间，他最喜欢也最解

压的事情就是阅读《国家地理》。

眼前的一幕幕告诉王东启：在学生

中，对地理学有兴趣的着实不少。在他

看来，地理学科具有多学科交叉的属性，

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一门很有用

的学科。比如，当下相对热门的环境科

学、生物学、人工智能、地理信息等学科，

都与地理学科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联。而在地理环境学科中，就有环境健

康分析等学科分支，对于各类流行病的

研究，都需要用到地理学的知识。

但另一方面，不少高校教师也观察

到，很多高中生对这门学科的热爱往往

结束在了高考之前。真正填报志愿时，

出于种种现实考虑，包括对未来职业前

景、工作环境和待遇等因素的综合考量，

愿意报考地理学科的学生十分有限。

“如何帮助更多高中生把对地理学

科的兴趣，真正转化为参与地理科研探

索的动力，这将是我们参与更多地理学

科普的目标。”王东启说。

而在这次科考中，曹靖宇的一则感

受也引发了老师们的共鸣。他说：“若能

在高中阶段有足够的时间，积累更多野

外科考经验，真正让我们感受到野外科

考的魅力，相信我们也会有更多底气选

择自己喜欢的学科。”

明明被喜爱，填志愿时偏“遇冷”

上海市第10批援藏干部人才联络

组自2022年7月入藏以来，创新提出“雅

布工作法”党建品牌。藏语“雅布”意为对

朋友的真心称赞，可以说，“雅布”就是藏

族同胞的“点赞”。

援藏干部、上海市援藏医疗队队长

王庆华从“雅布工作法”出发，结合日喀

则市人民医院建设实际，以党建品牌“珠

峰领航 医者仁心”为引领，坚持融合发

展，引领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突出引培并

举，持续造血赋能人才发展；强化互联互

通，拓展医疗服务提档升级，切实为日喀

则民众健康福祉保驾护航。

“家门口”、边检站，做好
为民服务

“近两年，我们打造医院‘珠峰领航

医者仁心’党建品牌，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与上海一样高质量的医疗服

务。”王庆华说。

今年7月5日，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点揭牌启用，由

医院与城南街道合作。“我们服务时间是

上午9点半至次日凌晨零点，午休时段

来这里歇息的人最多。”值班人员介绍，

五六十平方米的站点内，设有饮水机、冰

箱、储物柜、雨伞、书籍、沙发、儿童游玩设

施等，为来往的就医人员、家属、外来务工

人员提供饮水、休息、阅读、手机充电、物

品寄存、未成年人临时托管等服务。

此外，王庆华还代表上海市“组团

式”援藏医疗队，于今年4月同聂拉木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签订共建协议书。中西

医结合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等不同科

室的22名专家下乡义诊。

“这次义诊的医生给我开了鼻炎药，

效果还挺好。”聂拉木边检站民警杨东说。

“樟木地处偏远，机会难得。这次来义诊的

都是上海专家，给我们提供了很大便利。”

前来问诊的口岸群众央宗激动地说。

王庆华补充道：“日喀则市人民医院

党委共设有26个党支部，上海市援藏医

疗队队员或参与所在支部、或结合各自

专业，不仅到边境口岸义诊，还到日喀则

市下辖1区17县义诊，一年来提供各级

各类医疗服务60余次。”

柔性引才、引育并举，激
发人才活力

今年7月10日，作为日喀则市委、市

政府“柔性引才”计划启航后的首位医疗

领域专业技术人才，上海市第十人民医

院病理科专家高耀辉主任圆满结束为期

2个月的柔性帮扶任务返沪。在他带教

下，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成功构建起初具

规模的生物样本库，累计收集近500例

珍贵样本；当地医疗技术人员全面掌握

样本收集的核心技能。

“柔性引才”旨在打破地域界限，解

决当地高层次人才紧缺的迫切问题，为

当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援藏第二年，令王庆华颇有成就感

的是从四川、甘肃等地引入7名副高级职

称人才，涵盖医生、护士和麻醉师等岗位。

“同时，我们继续扩大双聘专家队伍。目

前，我们院有168位双聘专家。加上传统项

目‘师带徒’，第二年24位队员带教43个

徒弟，多措并举保障传帮带不间断。”

“人才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今

年下半年，医院还将推出‘珠峰英才培育

计划’，有望在未来2至3年培养50名不

同年龄、不同层级的医生、药剂师、护士、

技师、管理人员等储备人才，进一步激发

人才活力。”王庆华说。

传递上海先进理念，推进
现代化管理

今年是全国对口援藏30周年。近年

来，援藏理念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是以

引进项目和资金为主，如今更注重软实

力和内涵提升。

王庆华坦言：“我们来援藏就是希望

传递上海的先进理念、前沿思维和精细

化管理，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两

年多来，同仁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上海

的工作方法，而且乐在其中。比如说，我们

以前在上海，看诊开到中午，经常不午休，

下午接着看。现在，在日喀则也会如此，

上午的会开到下午，3点半接着上班。”

8月初，第二批上海医疗队员返沪

前，王庆华和当地院长商量如何开好总

结会。“院长巴桑次仁自己说，‘上海专家

有意见尽管提，再尖锐我都要认真听！’”

明年就是王庆华援藏的第三年，他

期望，在提高医疗技能、培养本地人才、

提升管理水平等方面，争取派更多人才

到上海观摩学习，加强沪藏两地之间的

交往、交流、交融，助力日喀则市人民医

院向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稳步迈进。

王庆华：“雅布工作法”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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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起，沪上高校

陆续开学，前来报到的本

科新生中，有不少双胞胎

的身影。

今年，上海交通大学

迎来三对双胞胎兄弟：周

家弘、周家永兄弟，分别

被上海交大本部和医学院

录取；丁凡淅、丁凡迥兄

弟分别被上海交大工科试

验班（信息类）和工科试

验班录取；王德皓、王德

月兄弟则双双圆梦上海交

大工科试验班，延续了从

小到大的奇妙同窗情。

在复旦大学数学英才

班，今年也有一对双胞胎

新生入学。杨佳选和孙佳

择都是上海考生，在搬新

家的首日收到了复旦大学

的录取通知书，可谓双喜

临门。

都说考上名校不易，

双胞胎双双 考 入 名 校 ，

复制粘贴般的优秀是如

何养成的？盘点几对双

胞胎们的成长轨迹，不

难发现，虽然他们来自不

同城市、学校，但也有一

些相似之处：一起制订学

习计划，并肩作战，在互

相监督的同时互相鼓励，

陪伴彼此走过低谷。正如

一位双胞胎所说：“他们

彼此，就是最好的学习和

生活‘搭子’。”

一 起 挑 战 难
题，探究未知世界

很多人好奇，双胞胎

“学霸”究竟有何学习秘

笈？杨佳选、孙佳择父亲

简单作答：两个孩子性格

不同，一个活泼感性，一

个沉稳理性。但兄弟俩只

要提到数学，总是默契十

足，非常享受解答一道数

学难题带来的成就感与获得感。

在哥哥杨佳选的眼中，数学是一门

讲逻辑的学科，只要循序渐进地学习，就

会接触到许多新内容。他的书桌上常年

摆放着不同标签的订正本、习题集，证明

与图解标注得整齐细致。

“尤其是记忆量较大的学科，我通常

会将一些不熟悉的知识点列在本子上，

定时翻阅。”杨佳选说，这种知识点集合

的学习方式经常带来正反馈：“每当看到

以前的错题已掌握，就能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的进步。”

弟弟孙佳择则自称“计划达人”，

这是他给自己制定的暑期时间表：7点

起床，7点30分到8点做习题，8点到9

点20分模拟考试，9点30分到10点订

正……从起床到入睡，一天的时间被划

分成几段，精确到分钟。孙佳择说，他

的学习窍门就是让每天做的事情可视

化，制订计划、执行、再复盘，这种方

式不仅能提高学习效率，也有助于缓解

备考期的情绪内耗。

“学习并不是机械的

记背、刷题，而是引人

入胜的科学探险。”对丁

凡淅、丁凡迥兄弟俩来

说，理解课本上的知识

点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探究与求

真的精神，才是高效学

习的核心。“不懈求证，

学会在错题中感悟，学

习就不再是枯燥乏味，

而是理解世界、探索未

知的一把钥匙。”

相互扶持打
气，好成绩离不开
好心态

当然，追逐梦想的

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几

对双胞胎都很庆幸，在

自己成长的每一个阶段，

都有“搭子”陪伴，相互

鼓励，共同进步。

“殊途同归，共赴梦

想”是丁凡淅、丁凡迥

兄弟俩高中三年的生动

概括。在成都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附属中学就读

期间，哥哥丁凡淅大部

分时间都在备战化学竞

赛，弟弟丁凡迥成为了

他最重要的倾诉对象。

高三下学期，丁凡淅竞

赛结束，弟弟就主动帮

哥哥补习常规课程。兄

弟俩相互取长补短，最

终收获了满意的高考成

绩，一同迈进理想高校

的大门。

来自河南省信阳市

固始县王德皓和王德月

兄弟回忆，每晚的放学

路都是他们交流的最佳

时间。“在回家的路上，

我们会相互提问感觉偏

僻的知识点，也会相互

分享整理过的数学、物

理等错题本，追求更高

效率的进步，还会互相

加油打气。”

“好成绩离不开好心态。”周家弘、

周家永兄弟毕业自上海市南洋模范中

学，从小学开始就是同学。“每当遇到

难题或挫折时，我们总是第一时间站在

对方身边，给予支持和帮助。钻研难题

时，我们两人相互交流各自的思路，学

习彼此的优点，最终总能攻坚克难。”

值得一提的是，几对双胞胎都是体

育达人。

周家永说，即使平时学习再忙，兄

弟俩每天都会腾出适当的时间跑步打

球。“在刻苦学习之余，也要拥抱自然

与生活。”杨佳选、孙佳择兄弟擅长篮

球和足球，曾在青少年篮球发展联盟

“三对三”全国青少年篮球锦标赛上获

得冠军。

谈及即将开启的大学新生活，丁凡

淅、丁凡迥兴奋地说：“除了好好学

习，夯实基础，我们还想参加大学里丰

富的社团活动、各类比赛，过好缤纷多

彩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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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鑫鑫

■本报记者 吴金娇

王东启（左一）向学生们展示采集的土壤柱样并进行切割。 本报记者 张鹏摄

王庆华在办公室。（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