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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肺癌医生

这不仅给患者带来最直接的帮助，也让肿瘤医生们欣慰。“过

去因为药物价格高，有时候面对患者感到很无奈，现在就不太

有这方面的顾虑了。”周清教授说。

“让肺癌变成一个慢性病”是吴一龙教授这一代肿瘤医生

开始心中萌发的愿望，经过二十多年后，如今正在逐渐实现。

患者和公众看到的是癌症病人生命的延长、生活质量的提高，

只有肿瘤医生知道背后是包括医生在内的各个领域专业人士为

此所做的努力。

“肿瘤医生的确比较辛苦，但我常常对年轻医生说：任何

职业要做出成绩都很辛苦，而医生这个职业，可以通过专业特

长实现人生价值，这就是我喜欢这个职业的理由。”周清教授

希望把自己对事业的坚定和热爱传递给年轻人们。“我也是从

小医生一点一点熬过来的，别的行业博士很了不起，做医生博

士只是起点，到 40 岁以后才会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但医生这

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别人很难取代你，你会在事业奋斗中获

得很强的价值感，这对我而言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周清教授说，如果再选一次，依旧希望做肿瘤医生，她甚

至希望儿子也能够受她的感染，未来学医。对于医生生活的辛苦，

周清教授却并没有太多感受：“我不知道别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所以我也不羡慕别人。”

周清教授是别人眼中的风云人物，但她自己的内心却如赤

子般平静，这也许就是她的“成功之道”与人生哲学。

潘跃银：不断向前，承载生命的重量

在记者的采访中，从医超过二十年的资深肿瘤专家们，并

不避讳谈及哪些曾经存在遗憾的治疗，也许正是这些遗憾，促

使他们大胆创新和探索，用更多的努力来减少遗憾的发生。

安徽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安徽省立医院集团肿瘤国家重点专

科建设负责人潘跃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成为肿瘤科医生，当时

的肿瘤科，是大家都绕着走的专业。因为治疗手段有限，对肿瘤

本质的认识很少，患者确诊晚期肿瘤就是面对生命的尽头。

潘跃银教授主攻乳腺癌和肺癌，这两种癌症患者人数多，

死亡率也很高，和当时肿瘤科里其它肿瘤的治疗结局似乎也没

有什么不同。尽管治疗效果有限，但优秀的医生并没有放弃从

每一次治疗中寻找规律，去发现更好的治疗经验。

医生们发现，有的药物在一部分乳腺癌患者身上效果显著，

而另一部分患者却收效甚微，他们意识到乳腺癌并不是一种癌，

它包含了多个亚型，而不同亚型的乳腺癌应该用不同的治疗方

法。潘跃银教授属于国内最早倡导乳腺癌分型治疗的一批专家。

癌症靶向基因的发现，进一步推动了癌症分型治疗时代的

到来。“在肺癌领域，靶向基因被发现后，靶向药物被研发出来。

我很早就开始关注国外的靶向药物临床研究，创新药在肺癌病

人的治疗中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医生和患者一样，为有效药物的出现而振奋，但一种新的

治疗理念和新药要被所有肿瘤医生接受和认可，却并没有想象

中那么容易。潘跃银教授说，最初一些肿瘤医生对基因分型下

的治疗理念并不是那么认可，更相信传统的临床思维方式和自

己的经验。当时的状况下，潘跃银教授和国内一批专家开始不

断地推广全新的治疗理念，传播基因分型治疗的知识。

个中的困难，潘跃银教授没有讲太多，想必阻力和质疑一

定是有的，但认准发展方向的人，可能不会去记住这些阻力。

近十年，癌症基因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药物陆续出现，上

市速度不断加快，让肿瘤医生手上有了更多的武器。药物多了、

手段多了，癌症治疗规范化的重要性凸显，质量控制也势在必行。

国家癌症中心早在 2013 年就在卫生健康委的直接领导下成

立了国家肿瘤质控中心，2018 年进一步地加强质控各项工作，

安徽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安徽省立医院集团肿瘤科主任潘跃银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