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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志敏教授：
希望我们青

年 医 生 严 格 自

己，特别是对于

未来要有一个非

常明确的目标，

学会创新，全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为病患服务。

江一舟教授：
希望每一位青年医

师都能立足于自己的岗

位，去努力拼搏。不忘

自己在学医时的初心，

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

之完美。祝每一位青年

医师都能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乳
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为78%，而
同一时期美国乳腺癌患者5年
生存率是84%。而如今，在《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8年乳腺
癌患者生存率报告》上，记者看
到，2008～2015年，复旦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出院0期至III期乳
腺癌患者20085例，5年无病生
存率为85.5%。统计发现，乳腺
癌原位癌 5 年总生存率高达
97.9%，只需手术、无需后续放化
疗；乳腺癌 II 期和 III 期患者 5
年平均生存率分别为 75%和
61%。这个生存率水平可以说
是国内一流、齐肩国际先进发达
国家水平。

这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乳腺外科拿出的一份份“成
绩单”。他们以20年探索走出
了一条符合国人乳腺癌特征的
发展之路，在临床疗效、科研成
果方面持续突破并屡屡登上国
际舞台，交出了抗击“粉红杀
手”的“中国答卷”。目前，复旦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团
队诊治患者数每年以15%增长，
门诊量超10万人次。来这里就
诊的乳腺癌患者张女士对记者
说，医生和她们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就是：“您别担心，在我们
这里治疗，乳腺癌绝不是一个
绝症，而是一个‘慢性病’你要
有信心哦！”

尽管乳腺癌总体生存率已
经很多不错了，但是邵志敏教授
团队聚焦被患者“谈之色变”的
三阴性乳腺癌，立志对这个最难
治的一种乳腺癌分型做持续攻
关，啃下“硬骨头”。“一流的医
院、一流的学科，就要勇于做别
人做不了的临床和研究工作，要
做引领者就需直面最难的问题，

只有破解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
才能真正称得上一流。”邵志敏
教授说。

他带领团队深耕近十年，可
谓“十年磨一剑”，逐渐在三阴性
乳腺癌精准治疗之路上摸索出
前进的方向，经历了寻找优选的
化疗方案、多组学揭示分子本
质、分子分型基础上的精准治
疗、优化分型拓展内涵四个阶
段。2019年由邵志敏教授团队
主导创立的三阴性乳腺癌“复旦
分型”刊登在国际顶尖期刊《细
胞·癌症》，创造性地提出三阴性
乳腺癌分子分型指导的精准治
疗策略，后期通过临床试验验
证，有望指导三阴性乳腺癌精准
治疗的临床实践。

邵志敏教授，作为国内乳腺
外科领域的领军人物，也是这个
团队的带头人。谈及这些成绩，
他觉得离不开整个团队的“合
力”。“任何一家医院的重点科
室，他的学科凝聚力必定非常
强。只有长时间地酝酿、积累，
才能将这个学科推向高峰。“

让邵志敏教授深感自豪的
是，他的团队中有很多优秀的年
轻人，聪明且刻苦努力。这些学
生大多在毕业的时候都能自主
发表SCI影响因子10分以上的
的高质量学术成果。如他的学
生——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乳腺外科江一舟医生。1988年
出生的他，今年仅33岁，前年当
上副主任医师，去年已成为博士
生导师。

此外，吴炅教授、柳光宇教
授、余科达教授等诸多从事临床
研究的医生和研究者在国际顶
尖学术大会做主旨发言，大大提
升了“复旦肿瘤”乳腺外科在世
界学术界的影响力。

一个好的学科，临床和科研
缺一不可。做好临床工作，背后
必须有好的科研能力做支撑。从
临床发现问题，通过科学研究解
决问题，再回到临床造福患者。

“从2011年开始，邵教授就
是我临床、科研以及人生道路上
的导师。在这十年里，我的导师
一直身体力行教导我们，如何成
为一名优秀的临床医生和优秀的
临床科学家。首先在临床上，他
教会我如何去手术，如何去服务
和管理好每一名患者。在科研方
面，他教导我如何从具体的临床
问题出发，去找寻背后的科学问
题，通过我们的研究去解决重大
的临床问题，去造福每一名患

者。”江一舟教授说。
不过，从临床到科研，从来

不平坦，需要经过一天天的积
累，一步一脚印的努力。从基
础研究到转化，再到最后的临
床研究，每一个环节都非常关
键，也非常不易。在做科研之
前，江一舟教授经常会问自己：
我的这个立题值不值得去做？
它能不能带来概念性突破、贡献
新知识，或者是给临床治疗带来
实际意义，或者在分子机制上有
新的探索？导师也会叮嘱：作为
临床医生，要做的肯定是有临
床意义的课题，而且一定要有
创新性。

江一舟教授说，做一名好医

生，一定要有情怀在。在思想品
德方面，导师邵志敏教授给他树
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让他时时
刻刻朝着一名“大医”这个目标不
断地努力，不断地前进。

乳腺癌是中国女性恶性肿瘤
的发病率之首，每年发病率在逐
渐增加。作为一名乳腺外科医
生，江一舟医生对疾病有自己的
感悟：对于乳腺癌手术患者，除了
治疗，医生还需要给予病人心理
疏导等其他方面的帮助，让病人
能更快地重新融入到社会。

实实在在帮助到乳腺癌病
人，这也是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团
队专注于乳腺癌临床科研的最大
动力。

“从1985年认识沈镇宙教授
到现在已经有36年了，我和沈教
授可以说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
系。”邵志敏教授早已是乳腺外科
领域的大咖，但是谈及自己的导
师——沈镇宙教授时，他仍然难
掩心中的“崇拜”和尊敬。

1990年，邵志敏教授赴美学
习工作，沈教授来美国开会看他
时，流露出希望他能回国发展的
想法。“老师殷切的希望和诚挚的
话语，让我一个海外游子倍感温
暖。回国后，从手把手教我动手
术，到搭建平台帮助我成长，这其
中倾注着老师太多润物细无声的
关怀。”邵志敏教授说，他的成长
道路离不开导师的言传身教，彼
此之间也更像是父子。

如今，邵志敏教授和江一舟
教授的关系同是如此，亦师亦

友。谈到自己行医路上的“偶
像”，江一舟教授认为非邵志敏教
授莫属。“我个人对肿瘤比较感兴
趣，因为在本科期间我参加过一
些宫颈癌治疗药物的科研，也接
触过脑胶质瘤相关知识，自己阅
读了不少相关文献。我认为肿瘤
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回
答，而且肿瘤的发病率也越来越
高，造成很大的社会负担。在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
授做的乳腺癌相关研究特别好，
我想成为邵教授的学生。”

师从邵志敏教授，江一舟教
授学习到了严谨、创新的科研态
度：“邵教授对待学术非常严谨，
并且会高瞻远瞩地去思考整个学
科的发展和建设。他那种不断探
索的精神和干劲，一直在影响着
我和我们整个乳腺外科团队。他

常常一天门诊要看 100 多个患
者，每周还要花一天时间和我们
一起“泡”在实验室。他对自己的
要求也很高，富有创新、开拓精
神，这些品质都值得我们所有青
年医生好好学习。”

就在不久前，邵志敏教授和
江一舟教授这分别荣获第十八
届“银蛇奖”特别荣誉奖与一等
奖。“就像去年我和导师沈镇宙
教授分别拿到上海市首届‘医德
之光’和‘医德楷模’奖项，有特
别的意义。”邵志敏教授说，“两
代师生”分别两次站在颁奖台
上，生动诠释了师道传承和我们
学科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他希望能像自己的导师沈教授
一样，持续做好青年医师成长的
引路人，并持续做好学科发展的
人才梯队建设。

这支团队交出了
抗击“红颜杀手”的“中国答卷”

“做医生，一定要有情怀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亦师亦友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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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志敏师生同时站在“银蛇奖”的奖台：

医道无私传承 医心大爱无疆
“去年，我和我的导

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终身教授沈镇宙教授
同时获奖，今年我和我的
学生江一舟一起站上了
讲台。不一样的奖台，却
有相同的特殊意义。”谈
及第十八届“银蛇奖”特

别荣誉奖这个奖项时，邵志敏教授很是感慨。2020
年，来自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大外科主任兼乳腺外
科主任邵志敏教授和他的导师沈镇宙教授分别荣获
上海市首届“医德楷模”和“医德之光”奖项。而今年8
月，他和学生江一舟教授分别荣获第十八届“银蛇奖”
特别荣誉奖与一等奖。今天是第四届中国医师节，邵
志敏教授寄语我们青年医师说，要严格要求自己，对
于自己的未来要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勇于科学创新，
最重要的一点是牢记全心全意为病患服务的医者初
心和使命。（注：“银蛇奖”于1989年设立，是上海市卫生健康系统

青年人才最高荣誉奖，自1991年起每两年评选一次。）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邵志敏（左一）和江一舟（右二）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