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门诊病人看完，赶去上

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查房
……中国医师节前夕，华山医

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教授的
行程依旧“扑扑满”。除了几个

“推不掉”的任务，他始终没有
忘记自己临床医生和“上海医

疗救治专家组组长”的身份。

疫情不结束，张爸不下
岗，工作间隙的他用放松的姿

势，窝在并不怎么舒服的黑色
靠背椅中，聊了聊他对医生这

个职业的想法。他说，不要对
医生这个职业有什么误解，只

有热爱才能抵消职业生涯的
漫长与枯燥。

艰难时发坚定声音
“同事们不太愿意接受我

是个网红的事实，他们觉得别

扭。但互联网的生态就是如
此。做网红有人喜欢，就有人

骂。”张文宏说，疫情将自己推
向公众视线，作为业内人士，

他觉得自己应该在国家和城

市艰难的时候发出权威的、坚
定的声音，尤其是在人们很难

对互联网信息进行甄别的时
候，专家的话，人们愿意听。

“无所谓你们叫我什么，硬
核医生也好，网红医生也罢，我
说的你愿意接受，利于防疫，就

行了。”而离开聚光灯，他还是那个戴
着黑框眼镜的普通大夫，口袋里插着

三支水笔，没啥机会说那些“金句”。

写科普书不为赚钱
在一些发达国家，健康教育作为

一门独立课程，人人都得学。张文宏认

为，我国健康科普教育还需要加强，疾
病靠“治”太晚了，最好的方法是“防”，

科普是最有效的办法。迄今，张文宏
和他的团队出了好几本书，最新出

版的一本书叫《张文宏说传染》，这

是他的第一本面向大众的科普书，
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张文宏签

售新书，排队的人多到不见队尾。

网上也有一种声音说，张

医生红了，开始写书赚钱了。
他澄清，大多数科普书是免费

提供版权，毫无保留地面向大
众，另有一些书的版税则捐给

与健康教育相关的基金会，用
于开展健康教育。换句话说，

这些书是为了传播健康知识

的，不是为了赚钱。

学医不能急功近利
张文宏所在的科室堪称

华山医院的“贵族”，拥有独立

的楼，不过主要原因是感染性
疾病的特殊性：要便于隔离，

这也导致感染科在过去常常
被人“嫌弃”。在得知今年有许

多年轻人报考医学院，并对感

染科产生浓厚兴趣时，张文宏
笑了。他说，以前人们普遍认

为学医比较苦，毕业后很长一
段时间赚不到什么钱，所以不

愿意当医生，但这次疫情确实
改变了传统看法。

“很多人看到，或者说媒
体塑造的，是医生高尚的形象，

他们救人、勇敢，有水平，有情
怀。”张文宏说，世界上似乎没有

哪一门职业可以融合那么多闪
光点，这也就打动了年轻人，燃

起了内心深处的英雄梦想。“欢
迎优秀的学子报考医学。”但张

文宏话锋一转，又不动声色地泼起了冷

水：不建议没有学医初衷的人学医，更
不建议急功近利者学医。

“医学的专业准入门槛高，靠技
术吃饭。但肯付出努力，保持踏实的

心态做好每一件事，自然会找到自己
的相应位置。”张文宏说，有一技之

长，还能帮助别人，正是他本人的职

业追求，也是他对年轻医学生的寄
语。他还分享了自己挑研究生的“条

件”：做医生枯燥且具有挑战，首先要
热爱，其次要有很高的“逆商”，也就

是超强的抗压能力———做医生很辛
苦，你得支撑下去。

首席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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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性心脏病长期以来都

是危害中国儿童生命健康的主
要“凶手”之一，尤其是 5岁以下

的儿童。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
小儿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治尚未

起步，一位叫丁文祥的医生，白
手起家，艰苦攀登，他带领中国

小儿心血管学科跻身国际先进，

还自行设计了一整套小儿外科
的手术器械，并创下国内小儿先

心手术的诸多先例……如今，92

岁高龄的他，依然身着白大褂坚
守一线，默默耕耘。今天是中国

医师节，丁文祥教授当选中国
“最美医生”，为临床和医学教育

奋斗一生的他，实至名归！

发明了多项“利器”

丁文祥出生在安徽宿县，受
同伴及父亲影响，18 岁时考入

上海震旦大学学习医科，并以优
异的成绩毕业，在广慈医院(?金

医院前身) ?随造诣深厚的外科
学家傅培彬教授工作。上世纪 60

年代初，丁文祥将目光投向了小

儿外科难度最大的分支———小
儿心胸外科。在 1963年 3月转

至新华医院任职后，他把全部的
研究精力都集中在了小儿心胸

外科的发展上。上世纪 70年代，
他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小儿心胸

外科。当时，只有 6位医生 7张
病床，每天仅能做一台手术。

由于设备供给远不能满足
要求，丁文祥医生把眼光投向了

与新华医院毗邻的上海电表厂，
开始“医院工厂两头跑”———他

和工厂里的工程师们一起画图
纸、建模型、做实验、测性能……

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国第一台小

儿人工心肺机终于问世了。

与此同时，他设计并监制的

小儿心脏手术专用器械等，不仅填
补了国内空白，更为我国开展婴幼

儿心脏手术提供了基本的条件，被
同行广泛应用，称其为“丁氏”器

械。此后，丁医生团队还研制了各
种氧合器，无数患儿因此获益。

填补了国内空白
在小儿人工心肺机等必要设

备的辅助下，上世纪 70年代中期，

丁文祥团队为 1例 18个月、体重
10千克的幼儿，成功施行了深低

温体外循环下室间隔缺损直视修
补术获得成功，开创了国内婴幼儿

深低温心内直视手术先河。

1980年后，小儿心胸外科
又向深低温停循环技术发起了

进攻。出国学习世界一流的体外
循环技术并引入中国后，他启动

与复旦高分子材料研究所、肺科
医院之间的三方合作，踏上了研

制“人工肺”的征程。整整四年，

无数次的失败又从头再来———
国产膜肺终于问世。1985年，首

例使用国产膜肺的深低温停循
环心脏直视手术成功实施，为小

儿心胸外科的学科发展又一次

树立了里程碑。

为学科奋斗一生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开张 22

年，背后的故事鲜为人知。其实，

上世纪 80年代，中美双方曾想要
合作筹办一所面向儿童的专科医

院，但争议颇多。丁文祥不辞辛劳
地奔波，终于盼来批复，而后又经

历 10年坎坷，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终于在 1998年 6月 1日正式开
张。而丁文祥又带着他的小儿心

胸外科团队“搬”到浦东塘桥，开
启了不断刷新历史的新征程。

如今，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成
为世界最大的儿科先天性心脏病

临床中心之一。心胸外科手术例
数保持全球儿童专科医院之首，

其中，小于 1岁的婴幼儿和复杂
性先心病的比例都超过 55%，总

体成功率为 98%，居国内领先。
丁文祥的“得意门生”，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前任院长刘锦纷教
授说，“40多年了，我从一名小医

生也成了‘老专家’。如果没有丁
老师等老一代的勤奋创业，心胸

外科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首席记者 左妍

一辈子为小儿“补心”
———记 2020年中国“最美医生”丁文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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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节， 名患者集体出院
均为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出院病人祝贺救治医生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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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中国医师节，上海市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传来好消息，15名
境外输入确诊患者经上海市公卫

中心精心救治，符合国家卫生健康
委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

病例出院标准，于今天康复出院。
公卫中心院长朱同玉介绍，这也是

近 3个月来出院患者最多的一批。

15例确诊病例中，其中 14例
病例由阿联酋输入、1例由菲律宾

输入，多为中青年，病情均属于轻
型或普通型，在院期间给予抗感

染、中药、加强营养以及对症支持
治疗等治疗措施，现治愈康复出

院。42岁的孙先生是回国的输入
性患者。他和同样在外的堂弟于 8

月上旬先后落地浦东机场，在医学
观察期间均被确诊核酸阳性。今天

出院的孙先生说，自己的顺利康
复，离不开上海医护人员的精心诊

治和护理。今天正值“中国医师
节”，出院病人纷纷向广大医务人

员致以节日祝贺！

朱同玉介绍，从 1月 20日收治
新冠肺炎患者算起，到明天正好是

7个月。到目前为止，市公卫中心共
收治 820名病患，其中境外输入

490例；已出院 742人，其中本地病

例 308例、境外输入 434例。上海集
中医疗资源，在抗疫的过程中医护

人员团结一致，冲在一线，有力地保
障了城市的安全，也用实际行动展

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温度。
市公卫中心医务部主任、感染

与免疫科主任医师沈银忠告诉记

者，上海不断落实各项精准防控措
施，做好闭环管理，做好常态化防

控工作，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治疗，病人从发病到确诊时间
比较短，病情相对比较轻，加上病人

年龄以中青年为主，主要予以提高
免疫力、加强饮食等对症治疗，密切

监测重点指标，所以康复比较快。
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

记卢洪洲教授也表示，作为上海战

疫的堡垒，公卫中心的全体医生、
护士轮流进驻病房，给予患者治疗

的同时也加强了心理疏导。今天是

医师节，全体医护努力工作，就是
为了让上海市民摘下口罩，畅快呼

吸。国际疫情不息，公卫战斗不止！
近期，部分进境航班连续出现

多起输入病例，民航部门已经依照
程序启动对相关航班的熔断机制。

上海进一步严格全流程闭环管理，

严格落实各项健康管理措施，督促
相关企业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抓好

源头和远端防控，坚决遏制境外疫

情输入。
目前，在浦东国际机场，疾控与

机场口岸原有的海关、边检、机场三
方形成“四道防控齿轮”，交互协作

“为国守门”，严防境外输入。市疾控
部门透露，从今年 3月起，已派出多

批次公共卫生医师驻点机场，各家

医疗单位也派出人员增援机场。“一
旦发现航班上有体温异常、自述不

适的人员，立即会安排救护车将其
闭环转运至指定医疗机构，同时对

航班上其他旅客采取测温、流调等
措施，收集相关旅客信息。”市疾控

中心公卫医师郭雁飞本月被派到
机场值班，他这样告诉记者。

自境外疫情蔓延以来，上海严
格落实对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调

查和隔离人员的排查，加强对确诊
病例的救治，并组织专家组开展航

班疫情风险评估。同时，严格按照
《上海市海外（境外）企业新冠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指引》规定，进一步
落实国际航班远端管控措施，加强

登机前检疫和对核酸检测阴性有
效证明的查验。

首席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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