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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中国医师节
致敬肺癌医生

边区域，提升基层医院罕见基因突变肺癌的诊疗能力的同时，

让患者有病可医，求医有门。

与此同时，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突

变频率较低的肺癌驱动基因突变会被发现。而针对这些基因突

变，已有相应的药物已经上市、即将上市或者正在进行新药的

临床研究。

王彩霞教授是农工党山东省委医药卫生专门工作委员会主

任，也曾是济南市政协常委，她呼吁将使用靶向药物前的基因

检测纳入医保范围，为患者减轻经济压力已经实现。

王彩霞教授希望，“在医学不断进步诊疗手段越来越多的

今天，合理有序的诊疗，在合适的时候用到合适的病人身上，

多学科协作必不可少。另外，也应该强调对患者进行全程管理，

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让患者活得更长、活得更好”。

林根：承上启下的一代责任更重

一名出色的肺癌医生，成长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

每周四上午，林根教授会按时走进自己科室的会议室。在

这里，他会组织刚从学校走到临床一线的年轻医生，分享各自

近期读过的文献。通常，每个年轻医生选取一篇最近看过的文献。

如果还有多余时间，大家还会结合最近遇到的病例，互相交流。

林根教授是福建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医学

博士，是肿瘤专业上“当打之年”的中坚力量。

每周从百忙之中抽取固定时间读文献的习惯，是他十多年

来坚持的事情。如今，他也将这种做法在科室更年轻的肺癌医

生中推广开来。

2019 年中国医师协会曾做过大样本调研，对青年医生最关

心、最期待的问题进行了统计研究。在当时的调研中，“更好

的成长和发展空间”被青年医生广泛提及。

在林根教授看来，良好的成长发展空间，首先体现在良师

益友的教导和引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前辈精神”“前辈教诲”

是青年肺癌医生提到的高频词。在十分重视传承与经验的医学

领域，榜样有着强大的引领力量。

“在我们肿瘤医院刚参加工作时，我在大内科轮转了两次。

当时各个科室的主任前辈言传身教，不仅让我的临床思维得到

很大的提升，更是帮助我奠定了自己日后行医与做人的正确方

向。”林根教授说。

当年轮转期间，林根“强迫”自己，要抓住向前辈学习的

宝贵机会，每天准备 20 个小问题去请教。有时候前辈们可以直

接回答这些问题，也有的问题留给林根自己晚上回到家，再去

教科书和文献中检索。

“每天 20 个问题，坚持几年后，发现从老师们那里获得了

巨大的帮助。问题越来越少，学到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林根

教授说。

对于青年肺癌医生来说，在学校时需要大量阅读，参加工作

后同样没法放松。林根教授说，尤其是当下，肺癌领域知识和过

去相比呈现井喷式发展，如果三个月不看最新资讯，可能就落伍了。

除了专业医学知识带来的学习负担，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

雁灵曾经指出，青年医生在走上岗位初期，往往还要面临住房、

婚恋、育儿等诸多生活问题的考验。

采访中，林根教授也回忆起当年的画面。“年轻人都爱玩，

尤其刚参加工作，大家下班后也要社交。结束后回到家，一看

家里还有孩子需要照顾。等全部弄好，坐在书桌前开始啃文献，

已经是晚上 10 点。40 岁前，熬夜到 12 点后是常态。”

在医学界，很多国际上发表的前沿文献往往是英文，这对

青年医生的英语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林根本科学的是中医，

英语基础本身就薄弱。他告诉记者，第一次完整地读完一篇英

文论文，花了足足一个月时间。

由于白天还有很多工作，林根只能想尽办法，利用一切碎

片化时间恶补英语。回家路上，骑摩托车等红灯时，他都能掏

出小册子背单词。“终于有一天发现看英文文献也像看中文一

样顺畅。”林根通过学英语和读文献意识到：青年肺癌医生，

成长过程宛如一条抛物线的前半部分，上升时先慢后快。

福建省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林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