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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曾经，她站上《中国达人秀》

的舞台，一曲用口弦吹奏的《信天

游》技惊四座。一度，她挺不想回

忆这段往事。那会儿的她，从上

海中医药大学保研，担心导师会

觉得自己“不务正业”，对上节目

有些抵触。导演组倒是对这个学

中医的姑娘赞不绝口，在征求导

师陈跃来教授的意见后，让汤康

敏展示杏林中人的风采。

甜甜的笑容，柔和的声音，走

进龙华医院睡眠医学中心针灸部

医师汤康敏的诊间，你会有种错

觉：我不是来到医院，而是和老友

“串门”聊天儿。她的学生忍不住

“吐槽”：“汤老师，你看一位病人的

时间太长了！”她笑笑，不置可否。

手中的小小银针，是针，更是“真”。

汤康敏分享了两个令她印象

深刻的门诊故事。第一个故事发

生在两年前，一位西藏患者舟车

劳顿来到上海，他是渐冻症患者，

无法自主排尿，每天只能依赖导

尿管排尿，很痛苦。她施针治疗

后，听到了病人家属的惊呼，病人

尿出来了！再历经3个疗程的针

灸治疗，患者的自主排尿功能基

本恢复，生活质量大幅提升。

临床上，这样的病人不少。

龙华与仁济两家医院的泌尿科

“强强联手”，以“前列腺癌术后尿

失禁”为突破口，发挥中西医各自

优势，建立聚焦泌尿系统疑难疾

病的“防、治、康”一体化中西医结

合诊疗路径。相关研究收治了近

百例患者，数据显示，针灸治疗配

合盆底肌训练，有效率超七成。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

失眠患者，当她在大夏天裹着厚

衣服走进诊室，汤康敏还以为对

方是“坐月子”来调理的。“她一开

始似乎不信任我，也不肯多说。”

汤医生回忆，慢慢地，在她的温和

引导下，病人放开了，最终号啕大

哭起来——工作和生活压力过

大，导致整宿失眠，进而人发冷、

体虚。汤康敏通过针灸治病，也

治患者的心。中医看诊讲究“望

闻问切”，“望”便是望其神，“第二

次来的时候，她穿着正常了，眼里

也有神了。更重要的是，她说自

己能一觉睡到早上五六点了。”

“小小的银针，在临床上是器

具，能解除患者的病痛；在生活里

是‘真’情，能传递正确的生活理念

和对生命的正能量。”汤康敏说。

回首达人秀的经历，汤康敏

早已释怀，特别是参加了《健康脱

口秀》之后。她明白，让更多人看

到你，才是中医科普传播的最佳

途径，“一篇脱口秀的讲稿，往往

要改很多遍，每个抖出的‘包袱’

都是精心打磨的‘知识点’。”现

在，汤康敏很感恩当初的荧屏经

验，给了她更大的底气，用所长向

全社会传递中医文化和知识。

都说“上医医未病，中医医欲

病，下医医已病”，在汤康敏看来，

自己正在做的，正是让人们更好

地认识健康、了解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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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号“尿三代”，打造“愿闻奇翔”形象仁济医院宋奇翔

他有个挺有味道的外号：“尿

三代”，自嘲“祖传下水道维修”。

仁济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宋奇

翔出身于医学世家——爸爸和外

公都是泌尿科医生，外婆是麻醉

医生，妈妈是中医。打小，他看的

书是解剖图，玩的玩具是导尿管。

其实，宋奇翔最初的梦想是

音乐，从小就精于小号的他，曾梦

想有一天站上舞台。最终，命运

还是让他“活成了父母的样子”。

“实习那会儿，有位教授建议

我去骨科。因为我人高马大，和

骨科挺配。不过，我还是喜欢精

细活儿，加之家里和导师都是泌

尿专家，潜移默化，最终‘子承父

业’。”宋奇翔回忆。

每次门诊四五十人，经年累

月，他已看了数不清的病人。一

些难忘的瞬间，成了他职业生涯

里宝贵的记忆。有位十年前动过

前列腺切除术的病人老张，因为

肿瘤的缘故，在放疗后出现了尿

道狭窄。几次尿道狭窄修复，让

老张的尿道功能变差，出现严重

漏尿，只好用保鲜膜扎住尿道口，

痛苦可想而知。老张找到宋奇

翔，请求帮他结束窘状。做了尿

道悬吊术，老张的生活有了改善，

但总是“治标不治本”；又过了半

年，宋奇翔为他做了人工括约肌

植入手术——这是仁济泌尿科的

优势和特色。术后，困扰老张十

年的排尿和漏尿问题解决了。

“病人能有尊严地生活，他自

己非常激动。作为医者，能将病

情复杂的病人治愈，自己也特别

有成就感。”宋奇翔感慨。

还是要感谢那段吹小号的经

历，让宋奇翔迈入健康科普领域

后，更自信，也更有勇气。这位

《健康脱口秀 ·第三季》全国季军

坦言不想当“网红医生”，也并非

要做一些博眼球的事。用脱口秀

的方式科普，对他本人来说是“扫

盲”，学到了很多专业领域以外的

知识；对老百姓来说，也是“扫

盲”——他们能轻松地接受“有味

道”的泌尿知识。

他说，以前主要忙“医教研”，

如今加了科普，更“坐实”了他“六

边形战士”的本质，“门诊一上午

要看四五十号病人，一位位讲清

疾病的发生、经过和如何治疗是

不现实的，而科普能很好弥补这

一问题。”喜人的是，“愿闻奇翔”

的科普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真

正有需要的人看到后，积极面对

自己的疾病，主动就医，“科普让

百姓认识到问题，也让我们看到

百姓的需求和痛点在哪里，督促

我们通过临床和科研来解决。”

手中小小银针，是针更是“真”龙华医院汤康敏

一次次“上台”，收获满满幸福长征医院曹鹏

“幸福是什么？”听到上海长

征医院颈椎外科副主任曹鹏这样

发问，一时让人怀疑自己调错了

频道。难道属于曹鹏的开场白，

不该是“我是脊柱外科医生，为了

恶补脱口秀，我的手术间隙都在

看前几季的节目，真的给我笑抽

了。可是病人很紧张啊：怎么手

术还没开始，医生先抽上了？”

小时候的曹鹏，生长在部队

大院里。他所理解的“幸福”，是

一块糖或一个玩具，也是大院里

医生叔叔、护士阿姨脸上那种发

自肺腑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受从

小环境的熏陶，让曹鹏自然地走

上了医学道路。当然，他也想拾

起曾见到的那份幸福。

曹鹏述说了一位80多岁老太

太的故事，她年轻时是文艺工作

者，可上了年纪摔了一跤后，便再

也离不开轮椅。心高气傲的老太

太怎能接受如此的晚年，她找到

了曹鹏，“做手术好吗？哪怕死在

你手上，我也不怪你！”尽管曹鹏

觉得压力大，可还是收下了老太

太，“我要试一试，可以说，我和她

是捆着炸药包一起冲向病魔的。”

要想让老太太重新站起来，

就要动一场4级手术。在外科手

术里，4级意味着最高风险、最高

等级。在此之前，是漫长的改善

骨质的前期准备。术前谈话，医

生们告诉老太太，有可能摘不了

管，下不了台。她还是那句话，

“我相信曹医生，哪怕死在你手

上，我也不怪你！”“第二遍听到，

我觉得是悦耳的，我能感受到病

人最真诚的信任。除了医生这份

职业，似乎很少再有这样的‘以命

相托’了。”故事有个美丽的结局，

手术很成功。她为曹鹏送上了一

面锦旗，不高的她几乎被锦旗完

全挡住。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曹

鹏都会笑，也意识到自己似是拾

起了曾经想要寻找的幸福。

“上台”，是能给医者带来幸

福的。对曹鹏来说，“上台”的意

义不止于手术台，还有脱口秀的

舞台。这位《健康脱口秀 ·第一

季》的总冠军觉得，这两种“上

台”，有着微妙的相通之处——手

术台上是将有形的病痛切开、治

疗、缝合；脱口秀舞台上则是将无

形的伤痛打开呈现给观众，让观

众一边笑一边觉得：哦，原来还可

以这样看待伤痛啊！

“你现在不去公园里走走，你

都不知道大爷大妈们的身体能有

多好”“枯藤老树昏鸦，树上挂着

大爷大妈”……这些网上广为流

传的段子，都出自曹鹏之口。他

很清楚，站在脱口秀舞台上的是

带着职业身份、科普任务的“曹医

生”，“如果我在舞台上的话能被

一位观众听进去，那我的手术台

上就可能少一位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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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郜阳

白袍加身，任重道远。
今天是第七个中国医

师节。上海有9.23万名执
业（助理）医师，每人日均诊
疗患者达13.5人次，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医
师们的双手不仅传递着技
术与专业的力量，更倾注了
无尽的关怀和希望。“有时
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
去安慰”，都是对生命最深
沉的敬意与呵护。
上海市爱卫办副主任、

市卫生健康委健康促进处处
长王彤表示，随着健康理念
迭代更新、传播方式更加丰
富，市民对于高品质的健康
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申城
“白衣天使”们立足学科高地，
发挥专科特长，临床上品、科
研上进、科普上心，是健康促
进的“主力军”。
今天，让我们走近三

位上海优秀的“六边形”
（指拥有多方面才能，在多
领域全面发展）青年医生，
聆听那些关于“医”瞬间的
真实故事。
节日快乐，感恩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