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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继宗：站在病人角度换位思考，很多事就容易解决
因陈晶

在神经外科领域辛勤耕耘 50 年，

他不断挑战自我，争创一流，努力解决

神经外科领域世界性的难题，将神经

外科视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就是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

科主任医师、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

初心：治病救人

在北京天坛医院行政科研楼 5 层

的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悬挂着赵继宗院士手书的“探索铸

就希望”牌匾。就像这行大字所写的一

样，赵继宗 50年的从医生涯中，始终没

有停止上下求索的脚步。

年幼时，赵继宗的父亲罹患阑尾

炎，在那个医学不发达的时代，阑尾炎

很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经过当年外科

医师手术治疗，他的父亲迅速痊愈，“白

衣天使”的神圣形象给年幼的赵继宗留

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小学时，我就树

立了将来做一名医生的理想。”1964年

高中毕业后，赵继宗如愿以偿地考入第

四军医大学（现空军军医大学）。

刚上大学，赵继宗就在图书馆的

《解放军画报》上看到“红军博士”涂通

今和几位神经外科教授组成医疗小

组，成功救治“八六”海战中颅脑损伤

的战士麦贤得的事迹；在附属医院见

习外科期间，他亲身见证了一个额部

开放性脑损伤的小伙子经过神经外科

手术治疗第二天就清醒的“奇迹”。“我

当时暗下决心，毕业后要成为一名神

经外科医生。”赵继宗说。

1970 年，赵继宗从原四医大毕业

后被分配到铁道兵三师基层连队时间

里。“两年多的锻炼，我经历过在零下

四五十度极寒天气下，在大兴安岭林

海里挖隧道、打炮眼、爆破开挖、修铁

路，虽然艰苦，但锻炼了我坚韧的毅力

和全身心奉献的精神。”1973 年，赵继

宗被临时调到一个交通极不方便、医

疗条件很差的新兵连训练基地做军

医。一次春节联欢时，一名战士因格林

巴利综合征突然病倒，赵继宗赶到时，

这名新战士已经呼吸困难，不能平卧，

病情十分危急。赵继宗一边抢救一边

与上级医院联系，决定连夜转院。途中

几个小时，赵继宗一直为这名战士做

人工呼吸，将他安全地护送到医院。经

过抢救，这名战士转危为安，赵继宗也

因此荣立个人三等功。

1975 年，赵继宗复员回京，如愿成

为一名神经外科医师。“‘医者仁心，救

助生命’这八个字始终是我坚守的初

心。”赵继宗说。

追赶：从“落后者”到“同行者”

在赵继宗刚刚成为神经外科医师

的那个年代，发达国家已经广泛普及显

微神经外科手术，而在中国，只有屈指可

数的医院有这样的技术实力，神经肿瘤、

脑血管病等神经外科疾病高死亡率、高

致残率严重影响着国人健康。

“一个患者背后就是几个家庭，看着

那些因为神经系统疾病而致残的患者和

家属的不幸遭遇，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

师，我十分痛心，但又无能为力。”用最

短的时间赶上发达国家，为人民群众解

除病痛，是赵继宗心中最大的目标。

1989 年，赵继宗作为访问学者被

派往美国休斯敦得克萨斯大学 MD 安

德森癌症中心和 Methodist医院研修神

经外科；1991 年又来到底特律，向世界

著名神经外科专家 Ausman 教授学习

显微神经外科技术。“在美国研修期

间，我真实地接触到了国际神经外科

发展的前沿，体会到国内外显微神经

外科手术的技术差距，也接受了显微

神经外科技术的系统训练。”回国后，

赵继宗将自费从国外购买的书籍、手

术录像等资料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全科

的医生，利用各种机会推动大家了解、

学习显微神经外科的理念和技术。

从“九五”到“十一五”，赵继宗和团

队不断超越：攻克巨大动静脉畸形和复

杂动脉瘤外科治疗关键技术；动脉瘤和

动静脉畸形手术死亡率达到国际同类手

术最低水平；制定并推广脑出血治疗指

南；“出血性脑卒中及淀粉样变脑血管病

研究”为脑出血早期鉴别诊断和选择治

疗方案作出创新性贡献……

国外同行评价称，中国脑出血外科

治疗水平跨入国际先进行列。

进入世纪之交，科学技术发展迅

猛，发达国家神经外科步入新的阶

段———微创神经外科。“我们不能再眼

睁睁看着被抛在后面，不但要和发达

国家实现‘并肩跑’，而且要努力实现

‘领跑’！”赵继宗带领团队，向着微创

神经外科发起冲锋。

2000 年，赵继宗在国外学习后，率

先在国内建立微创神经外科平台，将

经典神经外科“脑叶范围手术”，推向

“病灶性手术”水平，在国内率先导航

下脊柱和垂体腺瘤手术，带动了国内

微创神经外科的发展。随后，赵继宗和

团队制定了微创神经外科手术技术操作

规范并在国内推广。此外，赵继宗组织

国内 50余名专家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

部《微创神经外科学》专著，受到国内同

行专家的好评，使我国的微创神经外科

进入国际先进行列。2007年，中华医学

会神经外科学分会主办了第七届国际微

创神经外科学大会，确立了我国微创神

经外科学的国际地位。

目标：成为“领跑者”

“如何让中国的神经外科走向世界，

是我们这一代神经外科人的历史使

命。”在赵继宗的带领下，北京天坛医院

神经外科人正在努力开创神经外科事业

发展的新局面。

“我国认知障碍脑疾病，比如阿尔茨

海默病、抑郁症、自闭症等患病总人数居

世界首位，达到我国疾病经济总负担的

20%。”赵继宗说，作为我国脑计划战略

部署中“一体两翼”之一的临床学科，神

经外科的脑部手术直接面对人类大脑疾

病，可以为脑科学研究提供强有力支撑，

是研发脑重大疾病诊治手段的转化基

地，是发现和凝练脑重大疾病科学问题

的起点、验证和实践科学发现的终点、参

与研发生物工程产品的归宿。

“脑研究中脑网络和脑功能的环路

新发现，可通过在实施脑部手术的过程

中得以验证，应用于开颅手术中可以避

免病人的神经功能受损。”赵继宗决心

以人脑重大疾病为切入点，努力开创网

络神经外科新领域。

同时，在多年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中，

针对脑卒中超过了缺血性心脏病和癌

症，成为中国人第一大死因的现状，赵继

宗探索建立脑部、心血管性疾病同治的

新学科，开创“脑心同研，脑心同防，脑心

同治，脑心同康，中西医同用”的“五同”

理念，在临床医学研究领域开拓创新。

“中国神经外科的未来在青年人。

我带研究生时处处注意身教言教并重，

坚持‘先学做人，再学行医’的信条。我

认为，对研究生和年轻医生的爱护和培

养、对他们的严格要求就是对神经外科

事业发展负责。”赵继宗说，现代医学需

要卓越的复合型医学人才，需要打破传

统学科界限，促进基础与临床相结合；注

重医学与工学、理学等多学科间交叉渗

透。随着医学模式向“生物 -心理 -社

会医学”模式转变，医学生除了掌握扎实

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医疗技术，也要有更

高的道德责任和精神追求。

“国家强盛靠科技，科技发展靠人

才。我愿意做青年医师腾达路上的‘铺

路石’。”

作为一名神经外科专家，赵继宗一

直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初心使命。行医 50多年来，赵

继宗参与了我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

与变迁，医治患者 5000余例。如今，年

近八旬的他生活的核心还是临床一

线，仍然坚持每周两个半天的门诊、其

他时间安排手术或查房。

对待每一个患者，他总希望能给予

最好的治疗，很多患者在他的救治下

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赵继宗经常说，

“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夫，如果站在病

人的角度上去换位思考，很多事就很

容易解决。”

（选自《人民政协报》，略有删减）

赵继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