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四十年行医生涯，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胃肠外科主任

石汉平说：“上大学、去参军、当医生，每

一次的选择都无愧于心中的担当。而当

医生能够让自己被更多人需要，这是我

的快乐和价值所在。”

无愧于心中担当

成为一名医生是石汉平从小的愿

望。小时候，他生活在农村，生活和医疗

条件都很艰苦。那个时候农村人得了病

没有钱治疗，很多时候只能忍着。

他记得母亲的牙一到晚上就疼得

特别厉害。“现在看来只是小小的牙髓

炎，但那时候母亲只能用头撞墙来缓解

疼痛。”石汉平流着眼泪，毫无办法。从

那时起他就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

个医生，为母亲和家乡的亲人解除痛

苦。1979年，石汉平如愿考入医学院。

大学毕业，正好赶上了对越自卫反

击战，石汉平决定参军，那个时候他觉

得对于国家来说，一个士兵比一个医生

更重要。就这样，石汉平成为了一名工

程兵，虽然后来没有上前线，但是当兵

的日子磨炼了他的意志，也给他留下了

难忘的回忆。

1987年，石汉平再次进入医学院攻

读研究生，继续从医之路。1998年他留学

美国，只身到国外学习先进的医疗技术。

2002年，当石汉平学成回国后，看到越来

越多的肿瘤患者被疾病折磨。而彼时，肿

瘤营养研究在我国仍然是一个空白。

因为没有营养支持，很多肿瘤患者

骨瘦如柴。石汉平决定进入肿瘤治疗领

域，选择肿瘤营养作为主攻项目。当时

肿瘤营养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人们对

它的认知误区很多，民间流传着肿瘤

患者要忌口、营养会促进肿瘤的生长，

甚至肿瘤患者要尽量少吃，以饿死肿

瘤等说法。

于是，石汉平团队率先在全国推动

肿瘤营养治疗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推

动无饿医院建设。如今营养治疗已经占

据肿瘤治疗的一线地位。

填补国内空白

经过数十年对肿瘤患者营养不良

问题的研究，石汉平创立了我国肿瘤营

养学科和我国第一个肿瘤营养学术组

织———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

治疗专业委员会。石汉平还记得召开

第一届全国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学术

会议时，有 230人参加。而 2018年在北

京举行的第六届学术年会，注册医生已

达 2300人，6年时间增长九倍。

此外，他首次提出肿瘤营养疗法并

被写入国家统编教材，同时主编了我国

第一部《肿瘤营养学》。可以说，他带领

团队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创新成果，有

力促进了我国临床营养及肿瘤治疗，提

高了我国肿瘤营养学术地位，从根本上

改变了传统的错误认识，奠定了营养治

疗在基础治疗和一线治疗的地位。

人民卫生出版社认为他“填补了国

内空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科”。中

国工程院院士黎介寿认为“这是对我

国肿瘤学与营养学的一个贡献”。

石汉平构建了肿瘤营养不良诊疗

体系，即构建了三级诊断、五阶梯治

疗、医院—社区—家庭（H - C - H）分

级管理的肿瘤营养疗法完整体系，并

在全国 127 家医院建设营养治疗示范

病房。他牵头制定的肿瘤营养治疗指

南 30 个、专家共识 16 个、国家标准 4

个。此外，他还发明了量化营养诊断

模型，死亡风险预测能力显著高于

T N M 分期。

为了全面阐明我国肿瘤患者的营

养状况，他领衔国内 27 个省区市 102

家医院开展常见恶性肿瘤营养状况与

临床结局相关性研究，建成世界最大

的肿瘤营养数据库，患者超过 6 万例。

首次描绘了肿瘤营养不良发病图谱，

发现我国肿瘤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达

80% ，其中中度 + 重度营养不良发生

率达 58%。

此外，为了推动营养治疗成为国家

政策，他先后向全国人大、国家卫健

委、人社部、医保局呈送《建设“无饿医

院”》《营养是一线治疗》《营养素是营

养不良患者的基本治疗用药》等数十

份建言，呼吁重视临床营养，倡议建设

“无饿医院”。推动临床营养纳入“国民

营养计划”、推动肠内营养制剂进入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推动营养制剂退出

国家辅助用药目录，推动临床营养成

为高等医学院校必修课。

石汉平经常说，患者其实是一本

书，“一个医德高尚、艺术精湛的医生

一定是患者这本书的真诚读者。”他数

十年扎根于临床，对疑难杂症的治疗

有深刻的体会，提出了老年患者围手

术期处理“吹（呼吸锻炼）、吸（吸氧）、

动（体能锻炼）、静（良好睡眠）、限（控

制静脉输液）、养（营养治疗）”六字原

则，制定了癌性肠梗阻的减（减压）、加

（加营养）、抑（抑制消化液分泌）、激

（激素）、利（利尿）、动（运动及促进肠

蠕动）“六字方针”，创立了经腹膜外入

路的保功能盆腔廓清术，践行“零输血

手术”理念，提出“营养治疗是疾病的

一线治疗”。呼吁“还营养为一线治

疗”。所有这些显著提高了手术安全性

及治疗效果，挽救了一大批中晚期肿

瘤患者，给予了他们重生的希望。

严格教学，贴近生活

作为一名医生，石汉平问心无愧，

初入杏林后应征从戎，虽然没能真正

上战场，但这也锻造了石汉平果断严

谨的品格。

他要求学生从读博开始每周都完

成组会的工作汇报。也正是得益于每

周的工作汇报，他的学生在做研究和

学习上有一个比较系统的框架，并在需

要的时候用以进行更有效的讨论。

而在组会上，石汉平说得最多的话

就是“做事情要往前赶”，“做医生、做

学问其实是一个终生学习的过程，要

不断地去学习，去超越自己”。

科学研究无小事，石汉平特别注重

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他经常教导学生

要有严谨的科研态度和孜孜不倦的探索

精神，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

石汉平经常说，“挫折是常态，成功

是意外，要对科学研究有深入的思考，

不怕挫折，挫折会让我们更加强大”。

为了精益求精，做有意义的临床文章，

石汉平“发明”了提高团队学术水平的

一个“秘密武器”———“学术会诊”，不

定期地及时开展学术内容讨论。他认

为，在学术上要集思广益，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

作为老师，石汉平不仅教书育人，

还时常关心学生的生活情况，叮嘱学生

加强身体锻炼。“我经常在学生科研压

力大时主动找他们谈心，一起总结实验

失败的教训，并分享我自己的人生经

历，为学生鼓励打气，提出可行的解决

办法。”

石汉平说，不管是站在手术台前

手握手术刀，还是坐在门诊里面对每

一位患者，都不能忘记医者救死扶伤

的天职。

石汉平：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

坛医院胃肠外科主任、临床营养科主任。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肿瘤特医食

品）主任，肿瘤代谢与营养北京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主任。2021年入选全球临床营

养领域最活跃的 5位学者，位列第二，为首次入选的亚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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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汉平：营养治疗让生命绽放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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