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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实

▲

“达医晓护”团队

▲王韬向小朋友科普心肺复苏

“经헽뺭”生헽뺭튽짺 ◆ 怡心

王韬大概是上海医疗界的第一

批“网红”。

走在路上，常有老伯伯、老阿姨

拦下王医生，“侬是不是《急诊室故

事》里那个医生？”王韬总是好脾气

地点点头，“不过要签名，要合影的

还不多，大家应该是比较克制的。”

与手术刀一样出名的，是王韬的幽

默，“我现在已经过气了。”

从2014年底到2016年，一部不

靠演员颜值，也没有编剧润色的纪

录片，热播上海乃至全国。急诊室，

众生来往之地。其四壁，比其他任

何地方，聆听过更多虔诚的祈祷。

王韬，便是那间小小急诊间的主任，

带着观众体味沉沉的人间事。

也是在这档直击生死的节目

中，王韬被点醒了。“做医生是为了

救助病人，救助病人是希望他们能

更健康、更平安地生活。那么，有没

有其他途径让更多人得此收获呢?”

6年前，他发起创建了全国首个以

在职医生为创作力量的医学科普传

播平台“达医晓护”，并成长为医学

传播智库，成为中国科协“科普中

国”品牌。

只是说教，全凭灌输？那你就

太小看如今的医护工作者了。这个

月，2022上海游戏精英峰会，王韬

在圆桌论坛聊起游戏+医疗；这个

月，《健康科普相声创作与研究》出

版。游戏、相声、歌曲……不同的娱

乐形式，包裹医学科普的内核，走近

这群“不正经”的正经医生，便也走

进了中国当代最专业的医学科普。

旁냑볒냡떽쇋튽풺엔
《急诊室故事》第一季第一集，

一位心梗病人在医院获得抢救捡回

性命后，把家搬到了医院附近，连带

着，自己开的饭店也一同位移。离医

院近，心定。遭遇不幸的患者是分

母，安然度险的患者是分子，总是，分

子弱小，显得单薄。“又有多少人能把

家庭和事业搬到医院旁边？这就对

医护人员提出一个要求，如何延伸医

疗服务的时间和空间。”科普，成了王

韬和伙伴们共同的坚定选择。

听上去，科普是枯燥的，不那么

叫人热血沸腾的，也比不上颅内手

术、心外手术那么高尖端。但科普

的中庸，却也是悬壶济世的大智

慧。“科普其实就是医护人员的日

常。入院宣教、手术谈话等，无一不

是在对患者和家属作科普。”甚至，

医患矛盾也能因科普而缓解一二。

王韬开着玩笑说着正事，“比如我让

一个骨折的患者拍X光，绑好石膏

后我又让他再去拍X光，那人家心

里说不定就会不开心，会问我‘医生

你是不是要赚我钱’。当然更多人

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在心里埋怨

我是个黑心医生。”但事实上，只有

通过前后影像的对比，才可以确定

石膏固定是否有效，是不是有必要

进一步手术治疗，患者就不会有任

何疑虑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

科普。”

通达医学常识，知晓家庭护理，

平台的创作运营均为在职医护人

员，成了医学传播领域的创举。

“达医晓护”集结全国20多个省市

的300多名专家，源源不断地“生

产”内容。在运营过程中，医生们发

现，医学传播面对的信源水平和可

靠性是良莠不齐的。公众并不十分

清晰什么样的科普是靠谱的，什么

平台推送的科普是准确的，“于是我

们希望把最初的‘大医小护’公众号

升级为一个全媒体的医学科普品

牌，形成全媒体矩阵。”

医学科普有三层含义：一是

“病”，传播健康知识，比如某种疾病

如何防范、如何康复。二是“看病”，

教大家生病后如何就医。“什么时候

看门诊，什么时候看急诊，医保怎么

用，这些老百姓都知道吗？”第三，则

是“看待病”。医学是科学，并非神

学。所以医学也有局限性，“科学地

对待医学，科学地看待生死，这样医

患矛盾也会缓解。”

能把家搬到医院附近的，凤毛

麟角，能上“达医晓护”平台看看健

康知识的，却可以是千千万万。这

一周，“达医晓护”迎来了自己的第

4000篇推文。

子룶튽짺뚼쫇뾸냑ퟓ
踏“血”无痕、从“骨”至“筋”、

“肩”护人、“肠子”久安……听到这

些组词，你大概就能猜出其相关涉

猎。没想到，医学专家们的舞文弄

墨也相当了得，这些全都是他们

自己的创意与呈现。“达医晓护”

采用主编责任制。听上去像不像

媒体？在这个平台上，专家都会

开设与自己医学背景相关的线

上杂志，并且负责内

容 的 产

出。比如，中山医院的骨科主任

董健是“‘椎’求健康”杂志的主

编，曙光医院急诊与重症专家熊

旭东撑起“急中生‘治’”杂志，岳

阳医院皮肤科专家李福伦则负责

“白‘肤’美”杂志。这样的栏目杂

志有几十种，他们中的每一位，都

是医学科普的扛把子。

大概所有中国人都遇到过这样

的场景——腰疼了，爸妈喊你去睡

硬板床；背驼了，爸妈喊你去睡硬板

床。很明显，爸妈是硬板床的忠实

粉丝。但硬板床真的能缓解腰背脊

椎的问题吗？普陀区中心医院骨科

的主治医生虞陆超写下一篇“体验

式报道”。虞医生打地铺了，只在地

板上铺了一张瑜伽垫，够硬了吧。

第二天早上4时52分，他被痛醒

了。虞医生自然是专业人士，准确

描述了主要不适位置：腰椎两侧竖

脊肌及腰大肌，“也就是我们平时

吃的大排骨和里脊肉的位置。”虞

医生感觉翻身都有些困难，自己按

摩了5分钟才坐得起来。严谨的

虞医生结束实验得出结论：硬板床

不能包治百病。他开始往外抖干

货，家里的床太硬，可以在腰部下

方放软垫给予支撑，甚至还贴心地

推荐了健腰体操。

类似的科普文章，“大医小护”公

众号和“达医晓护”网站每日都有更

新。王韬表示：“不同学科，不同地

域，不同单位，走到一起，这才是真正

的中国医学科普智库。”做科普，他们

是认真的。“我们的选题并不是一个

专家发表了什么观点，而是一定要面

向民众的迫切需要。”科普去社区、去

楼宇、去乡村、去厂矿……但科普的

对象不同，内容相同就会翻车。有一

次一个科普团队去农村科普“心肺复

苏”。一上来，村长就给了下马威：找

村民们来听讲座没问题，一个人头80

元。“也对啊，人家要挣工分。时间给

你了，挣钱就少了。而且心肺复苏是

不是村民的刚需呢？”常年进行体力

劳动的农民显然不是这个选题的精

准目标人群。

科普文章都是医生的原创，但

却常常不在自家首发。“达医晓护”

是人民网的战略合作品牌，也与其

他平台多有交流，“其实首发不首发

一点也不重要。我们心里要清楚，

公众号其实是别人借给你的房子，

房东随时都可以把房子收回去，但

内容是拿不走的。我们创造内容的

目的是让更多人看到。”运营一年

后，王韬和同道就不再关注公众号

的粉丝数了。

HPV九价疫苗扩龄，新闻一

出，“达医晓护”立即跟上一篇《已经

打了2价、4价HPV疫苗，后续9价

怎么打？》，疫情再生，便推出一篇

《病毒究竟是褒义词还是贬义

词》……追热点，有权威，这样的科

普贴肉又贴心。

量뗣믷솿뇤돉뮯솿
20世纪90年代，还在读大学的

王韬就玩过一款模拟经营游戏《疯

狂医院》。如今科普团队中的年轻

医生，也有许多是游戏高手。自然

地，大家想到游戏可以成为一个媒

介，向外扩散医学科普。还真是说

干就干呢，已有成品在线。王韬打

开一个游戏小程序，介绍起“应急

闯关显身手，你也可以当专家”。

这个闯关游戏中包含了900多条

医学科普常识，挑战者可

以一路答题，从

医士-

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

任医师，开始自己的“职场”晋升之

路。“因为有读秒时间，我自己做起

来也是很紧张。”游戏一经推出，便

有了好几万的点击量。“游戏的画

面，会让玩家有深刻的体验感。历

史上，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如果有

一款游戏深度还原类似场景，然后

科普灾难逃生的知识，做出错误的

选择你就会‘GAMEOVER’，若是

应对正确就能活下去，那我想人们

一定会真正记住如何地震逃生。”

“达医晓护”有着更大的野心，眼下

他们正在与沪上知名的游戏企业

接触，希望能做出一款主机游戏，

“从故事内容，到每一个场景设定，

甚至每一个医疗器具，都必须有我

们专业的医生参与进来。”游戏+，

除了好玩，也注重社会意义的附加

值。

游戏有了，机器猫的神奇口袋

里还有什么？笑声与歌声不能少。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博士蒋平，

也是“医”笑解忧杂志栏目的主编，

是科普相声这个新兴领域的主要

负责人。“熬夜的坏处大大的，皮肤

不好，眼睛不好，肠胃不好，头脑不

好……”“没错，对眼睛是不好，你

看——”“错了，黑眼圈是皮肤不

好，不是眼睛不好”……在一个个好

笑的梗中，人们记住了许多医学知

识。难得的是，“医”笑解忧的相声

一年要在社区里演上几十回，而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各国留学生也

加入到团队中来，与中国的医生一

同，在笑声中传播医学知识。团队

中曾有人开玩笑，没有点文艺细胞，

很难在“达医晓护”站住脚跟。几年

前，上海全面禁烟。“无烟上海”主题

曲有两个版面，一个是上海音乐学

院的歌唱家版本，另一个就是“达医

晓护”男护士团队的通俗版。

所有的“不正经”，都是为了更

好地干成“正经事”。正因为专业的

支撑，才让他们有底气去寻找更多

的可能性。一直乐呵呵的王韬若有

所思，“娱乐化是形式，是为了更好

的输出内容。但医生作为专业人

员，娱乐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所以如果科普评价体系只关注参加

讲座的人数，书卖了多少，公众号有

多少点击量，便违背了科普的初

心。点击量成了转化量，我们做的

事情才有了意义。”

王韬提出，科普是一门实践与

研究结合的学科，“学术化是医学科

普的生命力。”如今，王韬和同道们

倡导的“医学传播学”也拓展成为一

个学科，成为大学里的选修课并授

予学分。而王韬，这位获得过国家

科技进步奖的“过气网红”，曾经一

个月做100台手术的“超人”，如今

作为学科带头人，又拿出“超人”的

劲头，和他的同道共努力——让更

多国人通达医学常识，知晓家庭护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