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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大医生” 

《新民周刊》：在多年的从医

经历中，有哪些对您来说意义非凡

的时刻？

樊嘉：一名医生在他从开始成

为实习医生、住院医生、“小医生”

之时，不管是本科毕业还是硕士、

博士毕业，当你走进临床、走到病

人面前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你是

“很没有用的医生”。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常常会

碰到患者的病情而束手无策，你的

知识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度；或者你

想到了解决方案也无能为力，你的

技能还没达到那种程度。

我们医生这个职业就是有这样

的特点，需要不断地去实践，同时

还要读大量的文献来丰富理论知识、

深入地从事研究。

比如说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

当你跟着老师一次一次地手术，你

觉得老师做起来非常娴熟，如鱼得

水，很轻松；但当你去主刀的时候，

你多半会觉得一头雾水，不知从何

下手。在手术当中，碰到了意外问题，

你怎样镇定自若地解决？要知道你

解决不好，病人耽误太久就可能在

手术台上失去生命。

我至今记得自己主刀的第一台

肝脏外科手术的场景。那个患者的

肿瘤虽然不大但是很深，我做之前

觉得难度不大。

但是，实际手术过程中，当我

把肿瘤的深部切掉的时候，它不断

涌血。那种情况，如果五分钟过去，

患者血液可能就要失去两三千毫

升。我没办法止血，心里非常着急：

如果处理不好，患者就有生命危险；

或者耽误太久，即使出血止住了，

手术后他也容易出现肝功能衰竭。

当时上级医生马上来帮助处理，

汤钊猷院士一出手，立即把血止住

了，手术最后获得了成功。

现在看来，我们可能觉得当时

那是一台“比较小比较容易”的手术，

但手术再小，其实里面很容易有陷

阱，很容易出现大问题。

就是通过这样的经验和教训，让

我们下一次知道遇到类似的问题该如

何处理，这在教科书上是没有的。

一次一次这样的亲身经历让我

明白，即使当你成为比较好的“大

医生”之后，在为患者诊疗疾病的

过程中，还是经常会遇到无法解决

的难题。看着他们的生命渐行渐远，

我总是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无力。

但正是这种渺小和无力的感觉，更

加激发我再去坚持更好探索、研究

和学习，不断去实践。

《新民周刊》：您接下来最重

要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

樊嘉：能带领我们的团队，培

养出更多的年轻的医生科学家，这

是我的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是希望我们团队

能有更多的“零到一”的创新，包

括理论和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够更

好地解决临床上的特别是肝癌病人

的难题。然后再把我们在肝癌领域

探索出来的技术经验和理论推广到

其他的疾病和其他肿瘤的治疗中去。

循着这条路径去探索，让他们可以

少走弯路。

怎么样去实现刚才讲的这些目

标？我想我们正在不断的探索过

程当中，我们现在都正在路上。实

际上，我们已经有成功的案例了。

有些是已经通过在顶级期刊上文

章的发表展现出来；还有很多虽

然文章没发表，但是可以看到未

来的希望。

这些希望，现在路走到一小半

或者走到一半，还在涌现出更多的

成果和探索，有很多好的苗子，不

断地在现有的基础上提升和发展。

所以我想说，眼下我对未来还

是带有非常高的期盼，而且我相信

它们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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