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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长和上海市口腔

医学研究所所长

1998年

被任命为上海市重
点学科——口腔颌
面外科学科带头人

2001年

获评卫生部有
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

2002年

获评上海市
十大科技精
英

2007年 2009年 2015年

当选中国工
程院院士

获得上海市
卫生系统“银
蛇奖”特别荣
誉奖

2018年

获得上海市
“四有”好教
师（教书育人
楷模）

2019年

获得“国之名
医 · 卓 越 建
树”名誉称号

智 心者

● 擅长口腔颌面部与头

颈部肿瘤的诊治，尤其是口腔

颌面部晚期恶性肿瘤侵犯颅底

的颅颌面联合切除术、侵犯颈

动脉的颈动脉移植术以及口腔

颌面头颈部血管瘤、大型血管

畸形的诊断和手术治疗。

从“手术禁区”到临床突破 医至诚 技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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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志
愿

一门双院士的接力，张志愿用匠心续写口腔医学的温度与精度

本报记者

郜阳

▲ 青年时代的张志愿

一门双院士，放在哪个学科，都是

一段佳话。

他是我国口腔颌面外科开拓者邱

蔚六院士的学生，亦是我国第二位口

腔医学院士。张志愿，中国特色口腔

颌面外科传承和发展者之一，他承前

启后，推动了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在世

界舞台占有一席之地。

无杂念 既切病灶也理解病人2

“后怕啊，怎么会不后怕！”打开

了话匣子，张志愿提起那台突如其

来却一生难忘的手术。

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刚

结束一台手术，已经疲惫不堪的张

志愿听见隔壁传来嘈杂声。来不及

多想，他快步流星奔向另一间手术

室。当时患者口唇青紫，脖子肿得

厉害，呼吸极其微弱。一旁的主刀

医生忙不迭地告知，病人是舌下腺

囊肿手术后，突然大出血了……

十万火急。张志愿冷静作出判

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即做气管

切开。那一瞬间，手术室里的空气

仿佛都凝结了。只见他一手用中指

搭在病人的锁骨上窝，一手握紧手

术刀刺了进去。这一刀，前面是气

管，后面是食道，边上就是大动脉，

位置稍有偏差，或用力稍稍过猛，后

果不堪设想。

不偏不倚，不轻不重，他刺到了

最佳位置。一旁的麻醉医生立即配

合展开后续抢救。已经一只脚踏进

鬼门关的病人，生生被拽了回来。

张志愿瘫坐在地上，大口喘着

粗气，足足缓了五六分钟。只有他

自己清楚，这一刀，不仅关系着病人

的生命，也关系着主刀医生和自己

的职业生涯——彼时，正值他申报

主任医师的关键时期，而主刀医生

也正要升任副主任医师。

张志愿指了指办公室里“心底无

私天地宽”的横幅，笑了。“病人危急

就是命令，容不得任何的私心杂念！”

言谈中，他仿佛看到了那个无畏的身

影，“再来一遍，我的选择还是，上！”

当然，手术要考验医生的，远不

止胆量一项——

张志愿参与过的最漫长的手

术，整整持续了23个小时，他和6名

医生共同完成了一场罕见的口腔癌

手术。

最初发现肿瘤时，张志愿就建

议赶紧手术，可这位病人犹豫不

决。短短一年后，肿瘤已转移至口

底和颈部淋巴结。张志愿遗憾地告

诉病人，已经无法再手术了。男人

“扑通”一声跪在了张志愿的面前，

倾诉了心里话：自己是一位钢琴家，

一年前放弃手术是害怕手术失败，

自己的艺术生命也将戛然而止，可

万万想不到，病情会发展得如此迅

猛……

张志愿扶起病人，答应了他的

请求——尽管他比谁都清楚，手术

面临着多大的风险。张志愿带领团

队将病人被肿瘤破坏的舌头、下颌

骨、咽喉和颈动脉成功切除，又用胸

大肌、背阔肌修复患者的舌头、口

底、食道，用小腿的腓骨做下颌骨。

就这样，被肿瘤破坏的面部结构，被

一一成功再造。两年后，这位钢琴

家重登舞台演出。

张志愿翻出当时手术的珍贵照

片，“这台手术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医生眼中不光要

有病人的病灶，更要能理解病人的

需求。我们要感谢病人的信任，没

有病人，哪里还能体现出我们医生

的水平。”

后来，团队主要骨干在国际口

腔颌面外科大会上报告了这一病例

后，引起全场轰动；国际知名期刊

《口腔颌面外科杂志》也发表了这一

病例的学术论文。

领师命 攻克动静脉畸形难关1

张志愿出生在人杰地灵的江苏

吴江，吴根越角处，先后走出了十多

位院士。

中学毕业后，他当过村团委书

记、小队会计，可他心里清楚，这都

不是自己想要的人生。

后来，21岁的张志愿作为工农

兵大学生进入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

系学习。自感文化基础知识薄弱，

心里总有紧迫感，“要把错过的时光

补回来”，于是他读书格外刻苦。

大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留

校进入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颌

面外科工作。此后，他成为了名副

其实的“住院医生”——几乎日日都

是宿舍、手术室、病房三点一线，一

个人负责15张床位。晚上有急诊，

他也随叫随到，哪怕只是在一旁当

助手，都被他视为难得的学习机会。

七年的时光，磨砺出一把“好

刀”，可张志愿并不甘心只做一名

“开刀匠”，一心想成为邱蔚六教授

的研究生。1984年9月，九院领导

提出让张志愿走上副职领导岗位，

可他放不下病人和手术刀。张志愿

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学历和技术，

就没有威信，也就没有工作效率”。

张志愿下决心考研，白天忙于

临床，晚上复习功课，重新捡起厚厚

的医书和外语。终于，在36岁那年，

他考取了邱蔚六院士的研究生，成

了班级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同学都

管他叫“老张”。

“那时，在口腔颌面外科领域，

大面积口腔颌面动静脉畸形，因为

缺乏有效止血手段而被视为手术禁

区，直径超过10厘米的畸形瘤几乎

无人敢碰。病人只能忍受病痛折

磨，不仅难以入睡或进食，还有可能

随时突发出血，危及生命。”张志愿

回忆。

“老张”从导师邱蔚六那里领到

的第一个课题，便是攻克口腔颌面

动静脉巨大畸形。他顿了顿，又一

次强调，老师用的是“攻克”二字。

领了导师布置的任务后，他白天开

刀，晚上就一头扎进实验室。

“动静脉畸形手术的关键点，在

于如何进行动脉栓塞。这种疗法首

先要做造影找到肿瘤的血供，然后

通过导管用栓塞剂将肿瘤栓塞，减

少血供，再开刀手术。”他耐心地解

释，“这要求导管从大腿股动脉精确

无误地插入到颈动脉的肿瘤中央，

要经过股动脉、腹主动脉，最终达到

颈动脉，稍有不慎破坏动脉血管就

会出现大出血”。

为了学习插管手法，张志愿专

门跑到中山医院相关科室求教专

家，并勤奋练习股动脉插管技术。

三年后，张志愿在国内首创“三合

一”方法治疗口腔颌面部动静脉畸

形，即“栓塞+病灶切除+整形修复组

织”，只用一次手术就摘除病灶，出

血量减少80%——当真，他攻克了

难题！

“世界卫生组织三个重点防控的疾

病，除了心脑血管、肿瘤，就是龋病，可见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口腔卫生。”今年2

月，在“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 ·千场

科普”报告会中，面对台下千名中学师

生，张志愿特别科普了有效保护口腔健

康的方法和正确刷牙小技巧，不厌其烦

地重复着“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作为学科带头人，张志愿非常重视

科研，他从临床中发现问题，通过科研找

到答案，再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将临

床与科研紧密结合，推动学科发展。

“术前化疗能否提高晚期口腔鳞癌

的患者的生存率？”为了将这个困扰了临

床五十年的问号拉直，2008年张志愿领

衔开展科技部“十一五”支撑计划：口腔

颌面部鳞癌个体化综合序列多中心前瞻

性研究，完成了国内首个晚期口腔鳞癌

TPF诱导化疗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填补

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获得同行高度评价。

此后，相关课题的全国多中心临床

研究由九院牵头启动，张志愿再次以顾

问的身份参与其中，组织口腔颌面肿瘤

多中心临床试验。为了提高研究水平，

他花了三个月时间前往国内多家医院培

训，利用手术示教规范边远地区口腔颌

面恶性肿瘤的治疗方案，“希望通过这一

临床研究优化口腔中晚期肿瘤的治疗方

案，拿出我们中国自己的治疗规范。”

2017年，九院全面接管位于海南省

儋州市的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已经66

岁的张志愿带领团队，在该院口腔科成

立了省级口腔颌面外科诊治中心和海南

省首个口腔颌面外科院士创新团队中

心，在这条横跨沪琼的出诊之路上，他来

来回回往返数十次，“我多来几次，就可

以让患者少往岛外跑几次！”从医五十载，

他还是像当年那样一往无前，只要是认准

了的事儿，就毫不犹豫地全身心投入。

在精准医学的时代背景下，张志愿

又将目光聚焦到如何破解口腔肿瘤的基

因密码。他说：“肿瘤具有个体差异，由

于基因的突变、排列顺序不同，生物靶向

的疗效完全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对肿

瘤进行基础研究，搞清楚究竟是哪一个

生物标记物出了问题。”

言传身教培养后起之秀4

七旬院士，依旧深爱着无影灯和柳

叶刀，依旧不忍割舍需要他的病人。张

志愿说：“患者眼里的光，是我最好的抗

衰老药。”

蛇年春节刚过，他就迫不及待回到

了手术室，带领团队连续为多例复杂晚

期口腔癌患者实施高难度根治手术。器

械护士发现，院士总会在关键解剖部位

先讲解后操作，方便年轻医生观察学

习。跟台学习的年轻医师感叹，这不仅

是手术演示，更是一堂鲜活的人文课！

“这都是跟老师学的。”张志愿说，他

和邱蔚六院士是我国口腔医学界仅有的

两位“师徒院士”。谈及老师，他数度哽

咽，至今难忘这样一幅画面，病床上的邱

蔚六老师身上插着六根管子，发烧至

39℃，汗水浸湿了衣衫不停滴下，却仍逐

字逐句批改着学生的毕业论文——那是

1994年，邱蔚六突发急性胰腺炎，“我一

瞬间体会到‘甘为人梯’的真正含义”。

他难忘与恩师的第一次相遇。1974

年，当时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系二年级

学生张志愿作为学习委员，参与全国统

编教材《口腔颌面外科学》编写座谈会，

“那年42岁的邱老师在中国口腔医学界

已是大名鼎鼎，可他年轻有为而不骄矜，

学识渊博，思路敏捷，让我体味到什么是

人格魅力。”

点点滴滴，串联起口腔颌面外科的

代代相传。邱蔚六院士培养学生有两句

话：一是指路子，指明发展方向；二是压

担子，经受锻炼和磨砺。张志愿学着老

师的模样，一边当好严师，一边做好伯

乐。他早早开始留意谁能跑好“下一

棒”，“一个学科的带头人就必须要能文

能武，要想办法培养既能做临床，又能做

基础研究的骨干。”

他定下三条标准：医德上不可拿病

人红包，为人要心口一致；医风上要责任

心强，能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医技上

要始终以病人为中心，要有以临床问题

为导向的创新思维。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诞生了五位院士，张志愿是三位前辈院

士的学生，在他们的熏陶下成长起来。

这五人都当过医院院长，都热爱自己的

专业，都是好医生，“但我认为，最主要的

共同点还是先做人、后做事”。

作为中国口腔医学界的标杆人物，
张志愿的头衔，远不止“中国工程院院
士”这般简单——他是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获得者、口腔医学学科（国家级重
点学科）带头人，近年来还完成了国内首
个诱导化疗对中晚期口腔鳞癌前瞻性随
机Ⅲ期临床试验，是名副其实的“口腔拆
弹专家”。

如今，九院口腔颌面-头颈肿瘤科作
为国内该领域发源地，年手术量突破
     例，其中中晚期恶性肿瘤占比达
  %，约  %患者来源于全国各地乃至国
外。九院牵头制定的多项专家共识已成
为行业“金标准”。

在采访中，他反复向记者解释一个概
念：医生眼里，大多数只看到了病人的
“病”；可事实上，患者的心理状态、生理状
态，还有他所处的环境等诸多因素都会影
响他的病情，“病人是一个整体”。

“我对学生的要求是，不要急着看病
人的检查报告，而要先耐心地倾听病人
的讲述——一句细微的症状描述背后，
可能潜藏着疾病的蛛丝马迹。然后再仔
细给病人做体格检查，结合主诉和体格
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后，才去看B
超、  或磁共振的结果，这样才能真正提
高诊疗技术。”张志愿说。

在他看来，这样做不仅能帮助医生
作出更为准确的判断，还能增加病人对
医生的信任感。他一直告诉学生，要想
获得病人的信任，不仅要有智商，更考验
医生的情商。医生所必须具备的情商，
是要真心和病人交流。

“有些医生可能会找借口，说病人太
多，没有时间交流。”张志愿说，“的确，门
诊时间是有限的，但在有限的时间里还
是可以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病情为病人
讲清楚，给病人信心，他就更能配合治疗
了。”

张志愿回忆起发生在身边的一个案
例：“一位病人在某大医院排了 小时队
挂上专家号，又等了 小时看上了病，结
果就诊只持续了 分钟。他最终投诉了，
但投诉的不是‘只看了 分钟’，而是专家
在这 分钟里根本没有看他一眼。”

“医学，它不只是一门学科，也是一
门艺术，是人类最大的福祉。”张志愿严
肃地说。

全情投入临床结合科研3

医生的高情商
真心和病人交流

他有很多头衔，可他最在意的，却也是最简单
的——医生。坐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那间洒满阳光的办公室里，古稀老人无比
认真：“医生是我最喜欢的身份，能为百姓解决病
痛，是最重要的。”

医至诚，技至新，爱至深。他每天仍在奔忙，时
刻还在探索，追逐那些充满挑战的前沿临床问题，

他对新鲜事物的理解力和接受度依然敏锐。
他常常感慨，自己是幸运的。可真就只是“幸

运”那么容易吗？
他摩挲着已故院士张涤生当年赠予的手书“人

生踏步前进年历简表”，喃喃道：“张涤生院士在90

岁时还上台手术，他是在激励我、给我树榜样呀！”
透过双眸的虔诚与坚毅，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成

路

长

■ 张志愿（右二）和九院同学意气风发 ■ 手术中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 ■ 作为学科带头人在会议上发言 ■ 教学查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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