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北京协和医院血液内
科副主任医师张炎在分享他对党
的二十大报告的学习体会时表
示， 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与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仍有较
大差距， “以淋巴瘤为例， 该病
5 年 生 存 率 仅 为 38.4% ， 距 离
‘2030健康中国’ 制定的46.6%目
标， 还有较多提升空间。”

事实上， 张炎和团队一直在
努力为 “健康中国” 贡献力量。
他坚持以临床问题为导向， 积极
开展一系列高水平的临床研究，
努力提升淋巴瘤的诊治水平。 近
年来， 张炎对多种淋巴瘤亚型的
原创性、 高效低毒化疗方案进行
探索， 使血管内淋巴瘤、 原发中
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疗效不断提
升， 帮助越来越多的淋巴瘤患者
重获新生。

攻坚克难， 成为淋巴瘤
患者的“守护神”

“怎样当一名好医生？” 从
踏上求学之路开始， 张炎便一直
思索着这个问题 。 在他看来 ，
“应该在患者需要的时候， 做到
严谨、 求精、 勤奋、 奉献； 在国
家需要的时候， 做到召之即来，
战之即胜； 在同行需要的时候，
做到倾囊相授、 毫无保留； 在大
众需要的时候， 要科学向善、 科
普为民 。” 张炎用自己的行动 ，
践行着医者的初心和使命。

淋巴瘤是血液系统最高发的
一种恶性肿瘤， 张炎便选择将少
见类型的淋巴瘤作为自己的攻关
方向。 “协和富集了各种疑难罕

见疾病， 看的多一些， 经验就多
一些， 突破的空间也更大。 我希
望和同事一起， 为患者带来更多
生的希望。”

一位20多岁的姑娘千里求
医， 找到了张炎。 她罹患先天性
免疫缺陷病———高 IgE综合征 。
因为皮肤的反复感染， 她的面容
苍老； 因为肺部的反复感染， 她
的肺脓肿严重， 肺功能很差； 因
为全身免疫力低下 ， 她不幸并
发 了 侵 袭 性 淋 巴 瘤 。 外 院 怕
加 重 感 染 ， 不 敢 用 化 疗 药 。
不 化 疗 ， 侵 袭 性 淋 巴 瘤 进 展
迅速， 姑娘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甚至有医生断言 “生存时间不超
过半年”。

张炎根据经验预判， 患者虽
然免疫缺陷， 但中性粒细胞计数
尚可， 可以承受化疗。 他从低剂
量开始， 一点点调整化疗方案，

又请感染内科、 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等多学科会诊， 制定出个性
化的抗感染方案。 最终， 张炎探
索到一个既不会加重感染， 又在
理想范围内的化疗方案和剂量。
在科学预判和严格管理下， 患者
完成了6个周期的化疗， 侵袭性
淋巴瘤得到了有效控制。 家属感
激得泣不成声， “如果当初没找
到您， 都不敢想象， 我们现在会
是什么样。” 张炎表示， “医者，
看的是病 ， 开的是药 ， 给的是
情。 对我而言， 好医生就是每一
次诊疗都竭尽全力、 不留遗憾。
这是我作为医者的初心， 也是我
奋斗的方向。”

勇敢逆行， 在抗疫前线
设立骨髓检查室

2020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 ， 张炎第一时间报名驰援武
汉， 成为北京协和医院援鄂抗疫
国家医疗队的一员。

新冠危重症患者常常会出现
血细胞减少的变化， 骨髓检查对
鉴别诊断至关重要。 但污染区标
本外送受限 ， 骨髓检查无法开
展。 作为血液科医生， 张炎主动
请缨， 与医疗队同事一道改造、
搭建了污染区临时骨髓检查室，
从而实现从床旁骨髓穿刺到显微
镜下出报告的 “一条龙作业 ”。
通过骨髓检查， 医疗队发现： 危
重症新冠患者骨髓增生低下很常
见， 但没有观察到噬血现象。 这
一发现对后续的治疗产生了帮
助。

其他病区听说协和的红区可
以做骨髓检查了， 也把骨髓标本
送了过来。 “这个 ‘战地’ 骨髓
室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为危重
症患者做好服务， 我很骄傲！ 也
很庆幸我在协和得到了全面严格
的训练 ， 任何时候都 ‘来之能
战’。” 张炎说。

勇攀高峰， 致力医学创
新发展

张炎与同事们在武汉共救治
了109名新冠急危重症患者。 在
临床工作中 ， 协和医务人员发
现， 部分危重症患者出现肢端青
紫等微循环障碍表现， 甚至会出
现 “黑脚丫”， 提示患者可能存
在严重的高凝状态。

医务人员与协和大后方的多
学科团队紧急沟通， 确认存在高
凝状态， 于是迅速制定出规范的

抗凝治疗方案， 同时启动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所致的免疫风暴、 疾
病进程及预后的研究。

随后， 张炎等年轻医生作为
第一作者在 《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 上发表文章。 这是国际首次
报道新冠患者体内出现抗磷脂抗
体的现象， 为 “患者凝血异常机
制研究” 打开了新的思路， 对临
床工作提供了强有力指导。 协和
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将研究成果
应用于临床， 在国际上最早提出
了低分子量肝素抗凝的治疗策
略， 使新冠危重症患者死亡率下
降了40%以上。

张炎认为， 临床工作是医生
的立身之本， 临床研究是推动医
疗进步的原动力。 近5年， 张炎
服务门诊患者高达2万余人次 ，
管理住院患者5千人次， 总工作
量在内科名列前茅； 负责多项前
瞻性临床研究， 探索高效低毒的
化疗方案， 使治疗的总反应率从
30%提高到60%， 让很多淋巴瘤
患者重获新生。

近年来， 张炎主持和参与国
际、 国内临床研究20余项， 在国
内外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 ， 影
响 因子超过 200分 ， 他引超过
1500次 。 这些成绩对张炎而言
都不重要， 一次次的 “归零” 使
张炎不断积累 、 不断攀升 。 他
说 ： “在参与援鄂抗疫的过程
中， 我充分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
14亿人民的庄严承诺： ‘人民至
上、 生命至上。’ 作为一名普通
医生， 我也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

竭尽全力让更多淋巴瘤患者重获新生
———记北京协和医院血液内科副主任医师张炎

□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干玎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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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做好地铁检修的“主心骨”
———记北京地铁运营一分公司7号线检修中心高级技师杨凤伟

今年49岁的杨凤伟是北京地
铁运营一分公司7号线检修中心
高级技师。 他钻研维修技术， 解
决疑难故障， 为地铁车辆安全运
营提供保障的同时， 大大降低了
维护成本。 此外， 他还通过班组
教学、 集中授课、 导师带徒等形
式， 将车辆知识和车辆维修技术
传递给年轻职工， 积极发挥专业
导师的作用 ， 成为检修中心的
“主心骨”。

在地铁工作多年来， 杨凤伟
解决了多项疑难故障。 此前， 亦
庄线一个车型的列车临修更换牵
引电机， 作为业务骨干的杨凤伟
全程进行安全指挥。 在车厢与转
向架分离的过程中， 他发现 “中
心销” 脱离困难， 存在严重的安
全隐患 。 经过测量 ， 他提出对
“中心销” 角度进行调整的建议，
他的建议被车辆制造厂家采纳，
在后续的6号线、 7号线列车设计
中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彻底解决
了 “中心销” 脱离困难的问题。

5号线开通初期， 列车出现
了齿轮箱油变色发黑的问题， 油
脂质量的变化会严重增加齿轮箱

内大齿轮的磨损， 降低设备使用
寿命。 为减少磨损就需频繁更换
齿轮箱油， 增加了维修成本。 杨
凤伟细心研究分析， 发现齿轮箱
排碳粉装置的设计缺陷是造成问
题的根源， “必须定期手动清理
碳粉。” 他说。 按照这个方案执
行后， 杜绝了齿轮油变色发黑的
问题， 在提高设备的安全性的同
时降低了维护成本。

由于工作能力突出， 杨凤伟

被选派参与了亦庄线、 6号线、 7
号线的开通运营筹备工作。 他运
用自身的经验 ， 认真排查车辆
隐患并积极推动整改， 确保车
辆安全稳定， 高效地完成地铁开
通前的车辆整备 、 冷热滑等工
作。

在6号线地铁开通整备时 ，
由于车型变化较大， 给所有人的
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面对新
车型， 杨凤伟不断学习厂家技术

资料， 并且通过网络、 书籍等途
径钻研车辆技术， 努力充实新车
型知识。 在时间紧任务急的情况
下， 快速制作完成了列车整备单
据和规定整备项点， 根据整备项
点逐一开展车辆排查， 排查出诸
多隐患， 为线路开通运营提供了
保障。

在7号线整备初期， 杨凤伟
经常在工作现场加班到深夜， 与
车辆工程师进行论证， 在专业知
识和工作经验的双重加持下， 他
大量查阅和借鉴其他车辆资料，
解决了车辆 “速度传感器异常”
故障频繁等问题， 为车辆消除隐
患， 保障车辆运营安全。

过硬的技能， 往往蕴藏着不
为人知的艰辛和付出。 杨凤伟在
工作中投入了大量时间， 常常和
不同岗位的技师进行切磋， 让自
己对线路和车辆更加了解。 只要
项目临时有什么事情， 哪怕是三
更半夜， 只要喊一嗓子， 他都迅
速赶往一线。 此外， 他还积极参
加技能竞赛， 先后两次在北京市
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技能竞赛中取
得车辆机械检修工专业第二名的

成绩。
凭借多年的学习和工作， 杨

凤伟积累了丰富的车辆维修经验
和扎实的工作技能， 先后参与编
写了多项车辆检修规程， 2021年
还参与了北京地铁公司车辆机械
中级工、 高级工 《新型学徒制操
作技能手册》 编制工作， 并参与
了绍兴地铁支援建设工作。

此外， 杨凤伟还是地铁公司
技能人才培养师资力量的一员。
目前， 该公司已有内训师300余
名， 外聘专业技术专家30余名。
“我们以提高职工故障处理能力
及应急抢险能力为目标， 突出疑
难故障处理、 突发事件处置的培
训与演练， 目前正在完成各个等
级岗位的实操培训教材编制 。”
杨凤伟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参考文
件。

2022年， 杨凤伟被授予 “北
京地铁大工匠” 称号。 “我不是
完人， 技能水平还有很多不足，
但我一定要发光发热， 为青年职
工指路， 踏踏实实练技能， 做好
事、 做实事， 为北京地铁事业奉
献更多力量。” 杨凤伟说。

张炎 （右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