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神经外科医生，必须争分夺

秒，因为生死经常就在转瞬间。”首都医

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张鸿祺的

工作总是充满了各种“紧急”事件，有时

是急诊手术、有时是患者突发状况、有时

是外院紧急会诊……

这对于张鸿祺已经习以为常。“我

的手机 24小时待机，随时待命。”神经

外科医生主要面对的是颅脑和脊柱脊髓

疾病的患者，因神经结构的复杂性和脆弱

性，神经外科的手术风险极高，被誉为“刀

尖上的舞者”。而张鸿祺在这一舞台上不

仅“跳”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还探索出了

一条卓有成绩的医教研协同发展道路。

稀奇古怪的想法

选择进入医学院校，是张鸿祺执著

的梦想，以至于他高考所有的志愿都是

医学院。高中时代，他尤其对生物感兴

趣。“数理化这类纯理的学科有规律可

循，按图索骥总会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或结

果。对生物的理解则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知

识，还需要对社会、心理、艺术等方面有所

了解，而人是最复杂的生物。”

1988年，带着最初的梦想，张鸿祺

如愿考入了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

医学部）的临床医学专业。如果说读书

期间《神经解剖学》激发了他对神经外科

浓厚的兴趣，那么实习阶段在神经外科

的短暂“停留”则坚定了他从事神经外科

的决心。

“当时，听神经外科栾文忠主任在讲

脑肿瘤时，脑中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想

法，我想肿瘤会不会让人产生一些特殊的

思维？虽然现在想起来比较幼稚，但我一

直对神秘的大脑充满了好奇。”张鸿祺表

示，目前人类对于大脑的认识仅有 5%，仍

有 95%处于未知状态，这无疑为神经外科

领域提供了足够的探索空间。

进入临床“实战”后，张鸿祺亲历了

昼夜守在患者身旁的艰辛，感受到神经

外科瞬息万变的特性，感悟到了探寻大

脑奥秘的无限魅力，这也坚定了他在这

一领域继续深造的决心。

随后，他攻读了研究生，师从我国著

名神经外科和介入神经放射学专家凌锋

教授和任祖渊教授，并分别以《脊髓血管

胚胎发育的研究对脊髓血管畸形治疗的

指导》《脊柱脊髓血管畸形的新型分类及

其临床应用的研究》为题撰写了硕士与

博士研究生论文。这也为他今后的专业

方向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专注提升职业境界

在神经外科领域，脊髓血管病发病

率低，该领域研究者同样寥寥无几。

而张鸿祺做的脊髓血管畸形手术累

计达到 3000余例，全世界没有人比他做

得更多。目前，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历经几十年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脊

髓血管畸形病例数据库。

张鸿祺说，脊髓血管畸形的发病率

约为脑血管畸形的 1/4，其对人体的破

坏力不容小觑。

在患病人群中，运动障碍者约占

33%，常伴有便秘、排尿困难或者大小便

失禁。而腰痛或神经根性疼痛者约占

15% ~20%，疼痛常与体位变化有关，休

息后可以自行缓解。

“这种疾病多发于青壮年，男性发病

率是女性的 1.5倍。有的是突然发病，

有的是逐渐加重。”张鸿祺说，虽然目前

的治疗可以缓解一部分患者的症状，但

是仍存在诸多的手术禁区。

那么，到底是什么机制导致这一疾病

的发生？近年来，张鸿祺团队与合作者在

动静脉畸形和海绵状血管畸形的临床与

基础研究领域, 连续于 、

、 、 等高

影响力杂志发表 SC I文章数十篇，全面揭

示了脊髓血管畸形的自然病史出血风险，

并提出了介入和手术的融合、脊髓髓内病

变新的手术入路等技术方法，并揭示散发

脑血管畸形的核心遗传机制，致力于用研

究成果改变这一疾病的临床结局。

在张鸿祺看来，一名出色的神经外科

医生要有持续的专注力、负责任的态度、

感同身受的情怀。“如果不专注，造成的后

果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补救的机会很小。

如果没有责任和担当，最终可能以损害患

者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为代价。因此，我

们要认真做好每一例手术，用心倾听患

者和家属的心声。”张鸿祺说。

研究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在谈及如何平衡临床、科研、教学三

者关系时，张鸿祺认为，临床工作是针对

每一位患者个体化治疗，从开始认识疾

病到治疗患者，再到不断改进治疗方法、

提高治疗效果，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不

断地探索与研究。

“研究是医学永恒不变的主题。”张

鸿祺说，虽然神经外科领域有一部分疾

病可以通过成熟的技术解决，但是仍有

很多问题是现有的技术不能解决的，需

要不断地创新和研究。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种成熟

的技术和治疗手段需要不断地进行实践

和推广，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传承。

“通过教学，与学生交流与讨论，不仅能

将先进的技术传承下去，让更多的患者

得到有效治疗，还能引发新的思考。”张

鸿祺非常鼓励不同学科的交叉合作，这

样才能碰撞出创新的火花，为临床治疗、

研究提供新的方法和方向。

创新和转化正是作为中国人体健

康科技促进会临床神经科学技术转化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鸿祺一直倡

导的工作。

当前，我国约有两万名神经外科医

生，但很多基层医生都没有经过严格和

规范的培训。神经外科医生毕业后的继

续教育和终身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近期，张鸿祺作为国家卫健委继续

教育中心神经外科主任委员与全国同道

一起完成了全国第一批 50家培训基地

的遴选，进一步推动全国神经外科医生

的继续教育和能力提升。“原来大家都

是一种无序和自发性的学习，现在有这

样的培训系统，相当于为供需双方提供

一个对接平台，目的就是为了建立神经

外科医生培养的制度和标准。”

“医生是一个成长曲线坡度很缓

的职业，但这条曲线会一直上升，一直

有新的目标，这是当一名医生最有意

思的地方。”谈到未来，张鸿祺希望更

多的基层医疗机构能够不断提升诊治

神经外科各种常见疾病的能力，而像

宣武医院这种国家级神经疾病医学中

心的工作重心将越来越多地落在对疑

难杂症的诊治和前沿科学研究上，最

终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有效的救治，让

中国更多的神经外科研究成果展现在

世界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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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神经外科主任，专注于脑与脊髓血管病的外科和介入治疗，是同时熟练掌握

显微手术和血管内治疗两项技术的神经外科专家，将二者相互融合，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研究体会。

目前，他还担任世界介入神经放射联合会（WFITN）执行委员，亚洲及大

洋洲介入神经放射联合会（AAFITN）执行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临床神经科学技术转化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

常委、中国老年学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北京医学会神经外

科分会副主委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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