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人物
2021年4月15日 星期四

主编：刘代荣 编辑：牛小芒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06

罗小辑：“骨道艰辛 脊精于勤”
本报记者 肖咸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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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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任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骨科副主任，脊柱外科主任，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
人才协会成员，中国政府医疗队专家，世界脊柱内固定学会会员，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评审专家，荣获重庆青年五四奖章、重庆市人社局颁发的个人二
等功，重庆市医学中青年高端后备人、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主持国家级科学研究课题3项，省部级、厅级课题4项，并参与国家、省部
级课题十余项。获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SCI英
文论文30篇。曾在北美脊柱外科学会（NASS）作主题发言，在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脊柱外科历史上取得零的突破。

进入重医时，一片繁忙的景象，重
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每天可接诊
的病人达上千。这里有来自各个领域
的医学权威，罗小辑也是其中之一。
1977年出生的罗小辑，来自四川达州，
自2007年参加工作以来，罗小辑每天
与“骨头”相伴，现任重医附一院骨科副
主任。目前罗小辑工作集中于脊柱外
科领域，擅长脊柱外科疑难疾病的治
疗，曾在北美脊柱外科学会（NASS）作
主题发言。见到罗小辑时他刚完成一
台手术，正坐在椅子上休息，周围是一
摞摞的病例和层层叠叠的医学书籍，墙
上挂着两张证书，一个来自巴巴多斯政
府，一个来自华盛顿大学。

熬过艰难岁月
磨炼成才

当被问到，如何形容从医之路时，
罗小辑用“骨道艰辛，脊精于勤”这八个
字来形容在医学研究道路上的艰辛。
好医生不是天生的，好医生都是从病例
堆里“爬”出来的，成为一名医生不容
易，要成为一名主任医师更不容易，当
他们30岁的时候，选择其他行业的同
学，可能已经成家立业了，而他们往往
还是一穷二白的医学生。常年如一日
的面对大量病例，据统计，一般三甲医
院的主任医师每天大概有4~6台手术，
平均每台手术2个小时，也就是8~12个
小时的工作时长。罗小辑告诉记者，在
当住院医生那两年，是对他磨炼最多的
两年，工作时间不是“996”，而是“007”，
吃喝拉撒睡都在医院。每天精神高度
紧张，随时随地都要应对和处理各种突
发事件。而每一位优秀的人背后都有
一段孤寂的时光，这段经历虽苦，但却
让罗小辑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用专业击破质疑
用大爱温暖人心

在2015年4月25日这一天，尼泊尔
发生8.1级地震，5月6日，罗小辑率领着
中国政府第一支救援队到达了灾区现
场。到达现场之后，看着满目的疮痍，当
地的群众“以天为帐，以地为床”的场景，
面对语言沟通障碍，政府和军方不信任
的困境。在18天的救援时间里，通过20
多台手术，罗小辑以专业的技术，饱满的
热情和忘我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尼方的肯
定和尊重。他和队员们采用多学科协同
会诊，共同制订治疗方案，保证了战地医
院零死亡，可谓是不辱使命。

在战争年代，英勇无畏、流血牺牲
的是英雄，而在和平年代，能在平凡岗
位上默默付出的就是时代的英雄。
2016年的春节没过多久，罗小辑又踏上
了去巴巴多斯援外的征途。巴巴多斯
是一个发达国家，援外的医生也大多来
自英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刚开始过
去的时候，我们的医生并不受待见，甚
至还要求我们提供美国认证的医师资
格证才能上台做手术。”罗小辑说道，

“只要出了国门，代表的就不仅仅是自
己，而是自己的国家。”在7个月的时间
里，罗小辑所在的首批援巴巴多斯医疗
队，用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取得了

巴巴多斯人民的信任，助力提升了当地
的医疗水平，出色完成了国家交代的任
务。医疗队先后实施了7例该国、该院
历史上不同领域的首例手术。其中包
括罗小辑完成的一台高难度的颈椎肿
瘤切除手术，这个手术要横跨颈部两个
椎体，暴露椎动脉，在坚硬的骨组织结
构中切除肿瘤，还不能伤及极其脆弱的
神经和血管组织，难度很大。罗小辑
说：“在咱们国内，这也属于难度最高的
四级手术。”这个手术，创下了巴巴多斯
医疗史上的“第一”，同时也是全重庆

“第一”，更是中国医生递给巴巴多斯人
民的一张漂亮的中国名片。

做手术、带学生，中国医生的实力在
一台台手术中、一次次护理中、一堂堂培
训中不断展现，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能把
先进的技术留下来，能提升医疗队。也
正如罗小辑所愿，在此之后，巴巴多斯的
医学生争先恐后地到重医实习。

罗小辑通过自己的行动，为世界展示
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中国医生”风采。正如习总书记所
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国家
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幸福，是当代
中国青年必须和必将承担的重任。

不仅如此，在业余时间，罗小辑积
极投入到公益事业中，喜欢参加各种各
样的公益活动，如白求恩基金会、全国
巡回义诊等。罗小辑相信爱心会传递
延续，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感染
更多的医学工作者投入到公益中来。

以成就感
作前进的驱动力

作为一名骨科教授，作为骨科领域
的领军人才，是什么支撑着他一步一步
走上科研之路的的呢？很多人都说，兴
趣是坚持科研之路的第一驱动力。而
在罗小辑的心中，兴趣只是其中的一个
要素，真正的驱动力是成就感。除了能
治病救人，他觉得，人活在世界上总要
做点什么，只要能为本行业领域做一些
事，他就觉得非常有意义。

在科研之路上，罗小辑始终保持攻
坚克难、锐意进取的干劲，保持昂扬向
上、奋发有为的拼劲，保持敢为人先、开
拓创业的闯劲。从业至今，他做过的手
术不计其数，发表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英文论文30篇，不仅仅是在自己的
专业方面，对于其他相关学科，罗小辑
也有所涉猎，拓宽知识面。

目前，罗小辑团队在进行成骨方面
（组织生长发育）、骨肿瘤、生物替代材料
方面的研究。纳米羟基磷灰石是一种新
型的无机陶瓷材料，具有独特的生物学
活性，它就是被称为粉体界的“骨科医
生”。和传统的羟基磷灰石支架相比，纳

米羟基磷灰石更有均匀一致的
结构，以及互为交通的多孔隙，
并且在人体内逐步降解的同
时又可引起细胞对骨缺损
的修复。目前已将一种名
叫纳米羟基磷灰石的材
料运用到了临床，预计5
年后就可以推向市场。
一旦推向市场，这项研究将
极大缩短人体骨折的愈合时
间，让患者少受病痛之苦。在
罗小辑的心中，科研之路虽然艰
辛，但只要有一颗仁爱之心，持之以
恒就一定会有成果。

交叉学习
相互帮助

“如今科技人才已然年轻化，时代在
变，从前我们仰视发达国家的科研成果，
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平视了。”罗小辑
说。科技是立国之本，是一个国家强大的
体现。进入协会后，他发现天下学问都是
触类旁通的，现在各专业各学科还比较封
闭，正好借用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
会这个平台，可以多组织一些多学科交叉
交流会，科研上遇到了什么问题，大家可
以集思广益，互帮互助，一起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政协委员
的罗小辑，在今年两会之际，他提
出了通过智慧医院的建设，让
医疗信息数据平台开放，借助
信息化技术，推进智能化诊
断以及远程诊疗——让
基本医疗信息互联互通，
减少公共医疗资源浪费的
提案。在采访的最后，罗小辑
送别我们之后，又匆匆忙忙向病
房走去，那里还有两位将要做手
术的病人正等着他。

◀罗 小 辑 率 领
中 国 第 一 支
救 援 队 到 达

尼 泊 尔 灾
区现场。

▲罗小辑（左二）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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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小辑在巴巴
多斯伊丽莎白女

王医院，为四
肢瘫痪病人

做手术。

▼罗小辑为
尼泊尔地震

伤员制定治疗
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