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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炬：大医精诚 为生命严把检验质量关
本报记者 樊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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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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炬，研究员（专业技术二级岗），博导，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
检验科副主任，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2013年入选重庆市中青
年骨干教师支持计划，2014年获得重庆市杰出青年基金，2015年入选重庆市
高层次人才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
金，2018年入选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Wiley-Blackwell出版社
The Clinical Respiratory Journal期刊编委，担任中华医学会微生物与免
疫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检验医师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创伤分
会感染学组委员、重庆市医院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委会主任委员、重庆市医学
会检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20年被评为“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

一说到检验科医生，很多人首先想
到的就是抽血、化验。他们很少与患者
直接接触，给人的印象往往也是不苟言
笑，好像整天只会和冰冷的仪器、患者
的血液和体液打交道。其实他们不仅
是幕后的白衣天使，更是有温度的医护
工作者。

血常规、感染性疾病筛查、肿瘤标
志物检测、过敏原和自身抗体检测……
每天面对成百上千的标本，却需要始终
如一、一丝不苟地操作、审查。工作量
大、枯燥、烦琐，常常不能按时下班，须
随时加班，却始终以提高检验质量、保
证检验结果准确性为己任，在平凡的岗
位上默默耕耘，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为重庆市临床检验质量和能力的提升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就是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检验科副主任
曹炬。

青春无悔
以奋斗成就梦想

1981年，曹炬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
荣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小时候，每当看
到穿白大褂的医生，他都会从心里产生
一种崇拜之情，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会
成为一名白衣天使。

很自律，学习从不需要父母操心，
总能自觉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求学
之路虽然异常艰辛，但自从定好人生目
标的那一刻，曹炬却在这一路艰辛中，
一路攀登，一路优秀。

1999年高考时，曹炬怀着对检验检
测强烈的好奇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
庆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2004年，他又以
专业课排名第一的成绩被保送攻读重庆
医科大学临床检验诊断学硕士学位；
2007年，由于表现优异，他被学校选送到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攻读化学病理学博
士学位，并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化学病理
科（检验科）完成临床检验技能培训。

正所谓“十年磨一剑，今朝试锋芒”。
时光飞逝，曹炬从青涩到成熟，从一名优
秀的学生到主管检验师，再到临床检验诊
断学研究员，十多年的埋头钻研、奋力拼
搏，不仅练就了他过硬的专业本领，也为
自己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曹炬一直从事临床检验一
线工作，主持开展了多项临床实验室诊
断新技术，包括多重细胞因子检测技
术、肿瘤标志物检测技术和免疫球蛋白
固定电泳技术等，大大提升了临床疑难
疾病的诊疗能力。

义无反顾
筑牢抗疫防线

天使不在台前，依然可爱。英雄甘
居幕后，更显风采。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有
一群人，他们虽然不是一线医务工作者，
却近距离接触病毒，承担检验工作，被称
作病毒猎手、健康哨兵。曹炬就是这样
一位“哨兵”。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
第一时间带领团队组建的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实验室，大年初二即完成全院首例
疑似患者的核酸检测，是重庆市完成新
冠核酸检测最多的医疗机构，目前已成
为重庆市两家单位之一的国家公共核酸

检测实验室，新冠核酸日检可达1万管。
2020年6月22日，重庆市卫生健

康委迅速响应国务院应对新冠病毒肺
炎联防联控机制统一部署，从全市17
家三甲医院紧急抽调41名临床核酸检
测一线人员组成重庆援京检验医疗队
紧急驰援北京，曹炬奉命担任重庆援京
检验医疗二队领队，带领来自全市8家
综合性三甲医院的20名核酸检测队员
紧急驰援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核酸检测
工作。在玉泉医院工作期间，曹炬始终
坚持和队员们一起在一线做核酸检测
工作，从核酸提取到基因扩增以及结果
判读，每一步亲力亲为，加班是常态。

“在支援北京抗疫的时候，我们每
天是5班倒，24小时不间断工作，以最
快的速度出具新冠核酸检测报告，虽然
很累，但是我们都感到使命光荣、责任
重大。”曹炬说道。

有一次，曹炬去接班的时候，发现前
两班的人都还没有撤下来，一问原因，原
来检验质量存在问题。当时，1000多人
都在等待新冠核酸检验报告，作为队长
的他，尽管内心非常焦急，但还是迅速冷
静下来，和队员一起分析种种可能原因，
最终确定是厂家提供的检测试剂有问
题，及时解决了检验质量问题，保障了新
冠核酸检测报告的及时发布。虽然随时
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但他们依然义无
反顾，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挺身而
出、冲锋在前，夜以继日、舍生忘死奋战
在抗疫阵地第一线，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筑牢了坚固防线。

守护患者健康
蛛丝马迹皆留心

医者之精粗，关乎病者之性命，差之
毫厘，失之千里。尽管在检验领域精耕
多年，但曹炬始终谨慎地对待每一个病
例。“争分夺秒”这四个字通常用在临床
科室尤其是急诊科室对病患的抢救，其
实，这四个字同样适用于检验科的“危急
值”报告制度。作为临床科室的“左膀右
臂”，检验科的“危急值”报告制度在临床
诊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临床
抢救急危重症患者争取了宝贵时间。

2010年底，曹炬刚工作不久，一次
值班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血清钾的危急
值≥6.2mmol/L，这样的危急值在检验科
的工作中，并不少见，他仔细查看了这
个病人的结果，前几次都略高，这次达
到了危急值。但是这个患者的肾脏功
能没有问题，怎么突然那么高的血钾？
这是一个老年男性，因为血小板增高症
入院，突然他想起来曾经在文献报道
过，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有过假性血
清钾增高这样的案例，那么血小板增高
在同属于骨髓增值性病变，会不会也有

相同的原理？于是，曹炬赶紧联系临床
医生，在他的建议下，临床医生用抗凝
管采集了一管血浆，果真在血浆的状态
下，血钾恢复到正常3.5mmol/L的水平，
曹炬终于放心地舒了一口气。

“这要是按照先前的血清钾结果报
告，将会误导临床，导致低钾。”曹炬回
忆道。

正是因为曹炬的务实和严谨，因为
对真相的不断探究，从医多年来，他为

临床提供了无数次有价值的诊疗依据，
保证临床对患者疾病作出正确的诊断
和及时的治疗。

精益求精
以身作则严把质量关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光阴荏苒，多年来，曹炬始终对工

作充满激情。每天提前到岗，做好工作
前的各种准备，为一天的正常工作打好
基础。以身作则，带领团队发扬不怕吃
苦的精神，加班加点。在他看来，一次
次圆满、高质量地完成工作任务，离不
开检验科全体成员的辛勤付出。

走进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
学检验科，只见科室内一派忙碌的景象。
在一台台精密的仪器和一排排崭亮的器
具前，工作人员以对患者生命高度负责的
精神，争分夺秒而又精准细致地工作。

“我从事检验工作11年了，深刻感

受到医学检验工作往往是幕后英雄，很
少直面患者，但是每一份数据都会直接
影响临床医生的抉择和判断，所以对于
我自己和我的团队，精准、务实、严谨、
客观是我们的工作宗旨，在生命面前，
检验差错零容忍。”曹炬说道。

曹炬介绍，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现代
化科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医
院临床检验工作越发显得重要，检验指
标准不准，检验速度快不快，直接影响着

医疗工作的质量。最近，检验也被国务
院列为重点发展的临床专科之一。目
前，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检
验科共118人，其中博士和硕士46人。
平均年龄36岁，35岁以下年轻人占总人
数的60%，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年轻团
队。检验科和医院一直都是365天轮班
制，为保证报告的及时性，目前科室急诊
组、微生物组及新冠核酸检测组均是24
小时值班制，由科室老师轮流值班。

一份标本，一份责任。一个数据，
一条生命。

“从事检验工作需要一种情怀，一
种信仰，更要坚守敬畏生命、全心全意
服务病患的职业操守。有敬畏，就会如
履薄冰，有情怀，就能忘我投入，有信
仰，才会奉献担当。今后，我们将聚焦
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和主要问题，
为政府完善卫生制度体系建设发出‘检
验’声音，为保障人民公共卫生安全提
供‘检验’力量。”曹炬感慨道。

①曹炬正在做科
学研究。

②曹炬正在做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

③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医学检
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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