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版由本报记者张思玮、陈祎琪，李春雨采写）

4-5 Medical Science News
封面

九年“义务教育”该“毕业”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整形科主任医师胡学庆：

参与新希望·心同行项目

已经 9 年，等于完成了“义务

教育”，是时候“毕业”了。

作为大型综合性医院，我

们创新性地开设了乳腺癌术

后重建联合门诊，由整形外

科专家和乳腺外科专家共同

出诊，为患者诊疗和评估手

术效果。

我们还把乳房再造的一些

适宜技术带到基层医院，提高

了当地一些患者的生存质量。

乳房再造是一项薪火相

传的事业，最终接力棒要传到

年轻人手中。所以我们要集聚

力量发现年轻医生、培养年轻

医生、成全年轻医生。我们更

倾向有才气、有爱心、能吃苦

耐劳的年轻人。

同时，我也希望年轻医生

做一个乐观的人，眼中有光、

手中有术、心中有道，知行合

一，这样乳房再造这条路才能

越走越宽。

共筑乳房再造“高地”须多学科协作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任王靖：

在乳腺癌治疗中，乳房切

除不仅仅是肿瘤根治的手段，

更是对患者身心健康的重大

挑战。

目前，中国多数即刻乳房

再造由乳腺外科或普通外科

医师完成，而延期重建主要由

整形外科医师承担。前者受限

于整形外科训练经验不足，难

以实现最优的美学设计。而

后者则在肿瘤综合治疗理念

上存在脱节，影响重建时机和

方案选择。

未来，我们应该在重点医

疗机构推行肿瘤外科、整形外

科、心理科和康复科的多学科

协作模式，制定统一的手术路

径和术后管理方案，以提升乳

房再造重建质量和效率。同

时，通过举办技能培训班、开

展手术示范和远程指导，推广

先进的乳房重建技术。此外，

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将乳腺癌

患者因手术切除乳房后实施

乳房重建的费用纳入医保报

销范畴，并鼓励商业保险开发

专属乳腺癌重建保障计划，减

轻患者负担。

最后，结合中国文化和临

床实际需要，在乳腺癌诊治路

径中嵌入心理筛查和干预服

务，培养患者自我接纳和重建

身体形象的能力。

让“新希望”照亮更多患者的生活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乳腺综合整形科主任刘春军：

救助一批患者，传播一个

理念，传授一项技术，培养一

个团队，搭建一座桥梁。这不

仅是我们公益项目始终坚守

的宗旨，也成为我此后多年行

医道路上的方向指引。

作为一名乳腺整形科医

生，我的职责不仅是治愈疾

病，更是传递希望。每次面对

患者，我思考的不仅仅是如何

精准完成手术操作，更在于如

何将我们的理念、技术和经验

传递出去，惠及更多真正需要

帮助的人。

这份责任，也让我更加深

刻地理解了“搭建一座桥梁”

的真正含义———它不仅是医

患之间信任的桥梁，更是技

术与公益、医学与人文之间

的桥梁。

乳房再造手术是整形外科

中的“塔尖”项目，没有扎实的

基础技术，难以攀登这一高

峰。因此我常对年轻医生说：

你们要有热情、有头脑、有技

术，但最关键的是要有担当。

每一次夜间查房，99%的情况

也许都是平稳的，但正是那 1%

的突发，决定了你能否真正成

长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学医从

来不是应付考试那么简单，它

需要的是一生的投入与持续的

自我要求。

未来，我们将继续坚守初

心，把公益精神融入技术创

新，把专业能力用于患者福

祉。愿“新希望·心同行”不只

是一项援助行动，更成为一束

照进乳腺癌患者生活的光。

乳房再造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选择

江苏省人民医院整形烧伤科主任医师史京萍：

作为一名整形外科医生，我

始终坚信，我们的工作不应止步

于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更要回

应患者对美好生活的深层需求。

这些年来，我们坚持走在乳房再

造的公益路上，无愧于心。但我也

清楚，光有情怀是不够的。患者教

育、社会教育以及包括医生自身

的专业教育，都是我们责无旁贷

的任务。我们必须坚定信念，才能

把乳房再造这条路走得更扎实、

更长远。

相比医生的单向讲解，来自

患者之间的真实经验分享更有力

量。这种口口相传的信任传播，是

我们持续开展公益项目的初衷之

一。希望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案例，

让公众认识到，乳房再造不是遥不

可及的奢侈选择。它应像 B超、CT

等常规检查一样，在技术层面更可

及，在制度层面更有保障，在心理

层面更具信心，从而真正成为有

需求的患者“敢选、愿选、可选”的

治疗方案。

患者教育离不开医生正确的引导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董佳生：

乳房再造技术现在已经比较

成熟，在国内一些医院也都发展

得很好。这项活动是一项公益性

事业，我们要紧扣它的核心———

援助这些没有条件但有意愿做乳

房再造的患者。因此我们要考虑

如何把乳房再造技术与这项慈善

事业相连接，如何让这项“援”梦

公益救助行动下到基层，让患者

梦想成真。

对于对乳房再造有顾虑的患

者，医生正确的引导非常重要。合理

选择手术适应证的同时，也要合理

地选择手术方法，因此要科学筛选。

要强调的是，我们引导的前提

是医生具备多种手术方法和操作这

些技术的能力，否则可能出现误导。

另外，患者教育也不可或缺，如何增

强乳腺癌患者乳房再造的意识、树

立信心，以及如何做好公益事业，提

供优质服务等都是医生的责任。

让每位乳腺癌患者都“无缺无憾”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首席专家、整复外科特聘教授穆籣：

上世纪 90年代初，我在攻读博

士学位时，三年只接触到两例乳房

再造手术。手术量如此低的原因并

非需求缺乏，而在于受众认知的严

重滞后，信息的不对称成为了乳腺

癌治疗路径中隐形却关键的障碍。

如今，我所在的医疗团队每年

开展的乳房重建手术已超过百例，

全国范围内的乳房再造率也在稳步

上升。这不仅反映了我国乳房再造

技术水平的提升，也体现了公众认

知水平的逐步提升。

所有乳腺癌患者及其家属都应

该正视乳房重建的重要性。现代医学

已经有能力帮助患者在战胜疾病的

同时，重建完整的人生体验，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无缺无憾”。同时，也希

望更多乳腺外科与整形外科等科室

携手前行，把治愈癌症与重建乳房置

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让患者在身体康

复的同时，重拾自信与希望。

“切”与“造”应成为医院里的常规技术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形科主任医师李比：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作为综合医

院，乳腺癌切除手术的数量相对较

少，所以相应开展的乳房再造数量

也少一些。当然，专科医院开展乳房

再造一定更有优势，但是我认为乳

房再造应是所有医院一项常规且必

须掌握的技术，如此才能造福全国

各地的患者。

这些年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也感受

到一些变化，比如从事乳房再造专业

的医生越来越多。当初我们医院开展

乳房再造时，只有我一个医生，但是

现在差不多已经培养出一个小团队，

他们都是富有激情和热情的年轻人。

公众层面，现在乳腺癌患者乳房

再造的意识有所加强，但是对于乳腺

癌患者乳房切除后能够再造的科普宣

传还需加大力度，使其传播具有普遍

性。我们要让老百姓都有这方面的科普

知识，而不局限于某个医生的介绍。未

来在这方面我们要再接再厉。

乳房再造是乳腺癌综合治疗的一环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王彪:

在临床工作中，很多被切除乳房的

乳腺癌患者术后的生活、工作以及夫妻

感情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她们进行

乳房再造的意愿却不是那么高。总体来

说，目前我国乳腺癌术后乳房重建率整

体偏低，仅为 5%～10%。

需要强调的是，乳房再造并不是单

纯的乳房美容，而是乳腺癌综合治疗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对患者身心健

康的恢复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我

国乳腺癌已经成为女性癌症发病率第

一的疾病。但是经过综合治疗，乳腺癌

患者的生存期不断延长，随之而来的是

她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乳房再造技术

正是为了这一更高的追求而存在。

未来，我们还要扩大科普宣传的力

度。期待更多乳腺癌患者通过乳房再造

重拾自信与美好。

这项技术彰显社会的文明程度

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肿瘤整形外科主任医师宋达疆:

这项活动是一个长期工程，坚持

下来是最不容易的事情。现在倡导和

谐社会，乳房再造一定是促进和谐社

会的一部分。我们做这件事情不光为

患者，也为万千家庭，为整个社会。乳

腺癌不像阑尾炎，只要把病灶切除了

就好，它后续还有很多问题，那么我

们是等它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后再

解决，还是防微杜渐，从一开始就解

决？这背后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

程度和发展高度。

乳房再造率的提升，背后不只是

乳腺外科、整形外科，而是整个社会的

力量。所以我们的科普宣传不仅面向

医生患者，更面向广大公众。我们希望

每个人都是这个领域的宣传者和倡导

者，那么更多的信息才能流向有需要

的人群，对他们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

但是我们做这项公益活动，绝不

是援助的人越多越成功。需要救助的

人越来越少，才是真正的成功。

有福报的事业值得坚守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乳房整形科副主任医师付苏:

站在哲学的角度讲，乳房再造是

一项很有福报的事业。我们投身其中，

想方设法帮助患者获得良好的手术效

果，节省费用。

年轻医生如何掌握乳房再造技术？

知识能力的扩充比如文献学习、手术见

习等都是必备的，但更重要的是要站在

更高的思维角度思考问题。很多患者对

乳房再造手术有顾虑，这其中有金钱因

素，也有心理因素，但是心理因素占比更

高，基本上她们都是内心斗争了很多年

才找到我们。所以我们除了生理上的医

治，还要给予她们精神上的鼓励。

这个活动的形式很好，我衷心希

望有更多的医生志愿者能加入这个活

动当中。明年就是第十年了，我想明

年我还会出现在这里，我们共同坚守

的这项事业也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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