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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一把手术刀改变一生
本报记者 沈静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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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
主任、主任医师、副教授、副研究员，医学博士，硕
士研究生导师。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
会员，首批重庆市中青年医学高端后备人才、第
三批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骨外科
学），先后获得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四川省医
学科技奖二等奖。先后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医
学中心、德国Oberlinhaus骨科医院、美国At-
lantic Spine Center脊柱外科中心、中国香港
玛丽医院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访问进修，具有较
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和医疗水平
的提高，肿瘤病人的生存期延长，转移
性脊柱肿瘤的病人数量越来越多。为
了给这部分患者提供更好的诊治，
2020年9月，已在脊柱外科尤其是微创
脊柱外科学术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的
陈亮，选择到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
与软组织肿瘤科工作，希望在新的平台
上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医生是与死神赛跑的人，是与命
运搏斗的人，是帮助受灾受难的病人一
起向命运还手的人。”陈亮明白，还有更

多的病人需要他。
除了门诊，陈亮每天的时间都安排

得满满的。5：50起床，6：50左右到达
医院，处理医院和科室相关工作，喝杯
咖啡；7：50到医生办公室检查前一天
的交班情况并进行手术审核；8：00交
班并手术讨论；8：30查房；9：00开始一
天的手术。其中，每周一早上7：30进
行“沙磁早间课”的科室学习；周三、周

四下午进行科室管理日工作，组织科
室质控会及科务会；周三 19：00 召集
研究生进行学习和 lab meeting。大
概21：00回家后，阅读文献、撰写……

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陈亮的
医、教、研“三驾马车”也在齐头并
进。比如，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等
多个层次的理论大课教学、带教及评
审答辩等教学工作；围绕脊柱外科所

有手术技术的相关领域而开展的临
床研究，以及成骨组织工程，细胞因
子在成骨分化中的作用，原发性骨肿
瘤发生、转移及耐药机制的研究等方
面的基础研究。

“接下来，我们会以重庆大学这一
‘双一流’（985、211）大学为基础，以重
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为依托，以骨与软
组织肿瘤科为建设平台，在临床和科教
研等全方面进行发展。”陈亮透露，只有
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才能让更多的患
者挣脱苦难，助推医学事业的发展。

在同事眼中，他严谨、专业，凡事亲力亲为。
在患者眼里，他耐心、细心，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

之所急，视病人如亲人的工作热情，温暖了一个又一个
素未谋面的患者。

在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门诊室，记者见到了这位
医生，他就是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
主任陈亮。在过去17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时刻铭记，自
己不光是一名医生，同时也是一名教师，在工作中，他默
默付出，在专业上他精益求精，他用一把手术刀治愈了
一个又一个病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生。

在谈到自己与医学的故事时，陈亮
说，这一切都源于亲人。陈亮从小就对
医院特别熟悉，看见亲人在医生的帮助
下解除病痛，恢复健康，希望自己也能
成为白衣天使中一员。

高中期间，陈亮的爷爷、外公相
继因患肿瘤离开，这一变故更加坚定
了他从医的决心。高考后他毅然填

报了临床医学专业并被录取，从此便
踏上学医路。2007年，攻读外科学专
业博士研究生；2008—2010 年，赴美
国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外科学分子
肿瘤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进

行成骨相关组织工程及基因治疗方
面的研究。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健教授，带领
我进入骨科的大门；博士研究生导师，

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邓忠良
教授，带领我进入脊柱外科，尤其是微
创脊柱外科这一领域；博士后导师，是
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何通川教
授，他们悉心教导，让我具备了良好的
成骨相关组织工程领域研究的能力。”
这一路走来，陈亮非常感谢让他受益
终生的老师们。

一步一个脚印，陈亮的从医路每
一步都走得很踏实。硕士研究生毕业
后，陈亮到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骨科工作。“还记得刚进入临床实
习，虽然已经进行了近6年的理论知
识学习，但是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之
间有巨大的沟壑，需要切实做到理论
结合实际，苦练基本功与临床技能，才
能进行良好的起步。”陈亮回忆，那段
时间他利用各种学习机会，通过参加
会议、学习班、培训课程和医院的各种
临床教学等方式，学习和锻炼自己的
临床工作能力。

日前，到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
与软组织肿瘤科复查的张婆婆，就是去
年陈亮为其进行手术的老病人。术后
这一年，她没有再出现过腰腿痛。

去年，张婆婆到医院检查，被诊断
为腰椎间盘突出伴有腰椎失稳。因
L4/L5椎间盘退变明显，腰椎局部稳定
性较差，常规微创手术后容易复发或
残留腰痛症状，传统开放手术创伤大，
出血多，术后恢复时间长，因此手术治
疗成了难题。

考虑到她不适合常规开放和微创
手术，陈亮建议做改良后的全内镜辅助

下后外侧入路下腰椎减压融合术（FE-
PTLIF），这种手术方式创伤小、风险

低。术后，经过精心治疗，张婆婆很快
就感觉到左下肢疼痛较之前明显好转，
腰腿活动也自如起来。

FE-PTLIF是近年来逐渐运用于临
床的一种新的手术方式，既解决了神经
受压问题，又解决了融合固定问题，但
对神经和组织结构仍不可避免造成损
伤。“为了给患者提供最合适的手术方
式，我带领团队攻克技术难关，对新技
术进行改良，发明了一项内镜手术专用
可视工作通道外套筒。”陈亮介绍道。

不过，新术式极其考验手术者的专
业水平，不但需要其对内镜操作有深厚
的造诣，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积累，还需
要对各种脊柱退行性疾病手术方法具
有炉火纯青的驾驭度。该技术在全国
乃至重庆能顺利操作的专家屈指可数，
而陈亮就是其中一位。

“这项成果不仅在脊柱融合手术中
取得重大突破，更是所有腰椎退行性疾
病病人的福音。”陈亮说，对于一名外科
医生而言，只有不断锤炼、练就精湛的
医术，才能诊治不同患者的疾病，才能
获得患者的肯定。

“外科医学博大精深，骨科更是其中
的精髓。学习骨科，入门很难，它所涉及
的知识面广，对所学者素质要求高。”说
起教学，陈亮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基础
很重要，他非常看重学生基础知识是否
牢固。成为他的研究生后，会分为专业
性和学术性两类教学，因材施教、循循善
诱是他最基本的教学方法。

“更辛苦”，陈亮经常用这个词形容
骨科研究生。“在学习医学知识课程外，
跟着导师完成相应的临床工作也是研究
生的必修课。”陈亮现在带领的9名研究
生，每天跟导师查房、上手术台辅助、在

住院部做住院医生等，除了学习骨科知
识外，还需阅读大量文献，汲取最新医学
知识。“医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很强的
专业性，从临床医学专业过渡到医学科
学研究，全面掌握科学研究的思路和方

法，是每一位研究生必须具备的素质。”
陈亮坦言，阅读大量相关文献，积极参加
各类读书会，跟着实验室人员学习各类
方法及经验等就显得很有必要。

“和学生交流是非常愉快的，每周
三晚上7点，固定召集研究生学习和讨
论。”陈亮很愿意和学生一起谈“骨”论

“筋”，他们的想法总是那么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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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右一）在进行单侧双通道脊柱内镜下腰椎间盘髓核摘除手术。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