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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绮楠：糖尿病防治 科研与科普要并行
本报记者 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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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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绮楠，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足
医院（大足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科教科副科长。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分
泌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免疫内分泌学组委员，中国研究
型医院学会糖尿病学专委会委员，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内分泌和糖尿病学分会理
事，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内分泌分
会主任委员，重庆市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重庆市科学传播专家团健康科
普专家，重庆市糖尿病防治协会副会长，World Journal Diabetes杂志编委。

主持中华医学会、重庆市科技局等13项课题，以第一（通讯）作者在国外
SCI期刊发表论文18篇，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执笔和参编全
国专家共识5部，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获得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一项。获重
庆名医-仁医风范奖，军队个人三等功，青年人才津贴等，被评为第三军医大学
优秀博士毕业生，副主编专著2部，参编专著7部。主要研究方向是肿瘤内分
泌、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病机理及防治。

“关于糖尿病的治疗是一个综合管
理的过程，饮食和运动都是很关键的，
不是只有药物治疗。”吴绮楠的发言，迎
来了老人们的阵阵点头和喝彩。

2021年8月，吴绮楠作为人才被引进
到大足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担任主任、科
教科副主任。10月15日，大足区人民医院
开展的科普日系列活动中，吴绮楠在大足
区玉龙镇敬老院举办了糖尿病健康饮食
运动讲座，向老人们科普了治疗糖尿病以
及合理饮食与运动的重要性。

吴绮楠告诉记者，我国已经成为糖
尿病“第一大国”。据国家卫生计生委
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糖尿病患者总人
数已近 1.3 亿，其中城市患病率为
12.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最令人担
忧的是，我国18岁以上居民对糖尿病
的知晓率仅为43.3%。

“由此可见，对抗糖尿病，不仅要科
研发力，科普也要跟上脚步。”吴绮楠说。

学医之旅
遇见多位领路人

吴绮楠从小在沙坪坝长大，是个地地
道道的重庆人。当他还在重庆南开中学
读高中时，有一次父亲在菜市场买菜时忽
然晕倒，最后检查出来是甲亢。为了能够
实实在在地帮助家人，吴绮楠决定学医。
1997年9月，吴绮楠考入泸州医学院（西
南医科大学前身）临床医学系学习。

临近大学毕业时，父亲又被诊断出
了糖尿病，因此吴绮楠选择在重庆市沙
坪坝区人民医院内科任住院医师。工
作了几年后，吴绮楠见过了太多因为医
学水平受限而自己无能为力的病人，他
越发觉得，“学医还是要继续深造，继续
钻研自己的专业技术，才能帮更多人解
决问题。”

2004年9月，吴绮楠考入重庆医科
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遇到了研究路上
的第一位领路人——导师肖谦。吴绮
楠回忆，肖教授搞研究非常专一，为了
读博士，甚至放弃了晋升主任的机会。

“肖教授不仅做实验非常认真，教导我
们也是如此，我记得我的第一篇论文前
前后后一共改了30多次。”

硕士毕业后，吴绮楠到了陆军军医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内分泌
科任住院医师，逐渐成长为主治医师、
副主任医师。在糖尿病足和干细胞治
疗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并获得军队医
疗成果二等奖。

在西南医院任职期间，他邂逅了人
生的第二位领路人——内分泌科主任
陈兵。陈教授原本是做消化系统肿瘤
相关研究的，后来因工作原因被调到内
分泌科，但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研究的方
向，他发现一些原本在肿瘤中起作用的
因素在内分泌疾病如糖尿病中也有作
用。吴绮楠在读博士期间，与陈兵教授
合作，完成了部分肿瘤与糖尿病交叉领
域方面的研究，为之后的研究生涯打下
了牢固的基础。

2018年，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吴永忠书记及领导班子筹备成立内分
泌肾病内科，吴绮楠就受邀来到了重庆
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
院”）担任内分泌肾病内科主任。他也

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领路人——重
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吴永忠书记和前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周琦，吴永
忠书记和周琦教授在肿瘤学与内分泌
学方面进行交叉融合发展的思路与他
一拍即合，在吴永忠书记和周琦教授的
带领和帮助下，吴绮楠不断思考如何在
肿瘤与内分泌间开展更多的交叉学科
研究，为后面肿瘤内分泌学科的建设和
发展提供了许多思路。

从医之路
一个专委会与一份指南

吴绮楠告诉记者，血糖的高低对于
肿瘤病人的愈后工作影响很大，但肿瘤

医院作为一个专科医院，对于血糖控制
和内分泌疾病诊治方面的经验不是很
足，因此医院成立内分泌肾病内科来解
决肿瘤病人内分泌相关的问题。

在肿瘤医院期间，吴绮楠和团队开
展了一系列肿瘤相关的内分泌代谢问
题的研究，如病人的血糖管理，肿瘤免
疫治疗和化疗引起内分泌方面的不良
反应、胰岛素泵的治疗、降糖药物如二
甲双胍对肿瘤的影响等。“之前，医院当
时仅有的4台胰岛素泵处于无人使用
状态，我们团队进驻以后，二十多台胰
岛素泵全部应用到了每一个科室，科室
每天的会诊量可以达到二三十个，有时
候能达到四十多个。”吴绮楠说。

吴绮楠和团队还建立了全院的血
糖管理系统，这套系统还上了2020年
重庆市智博会展台。

肿瘤内分泌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

学科，为推动快速发展，成立专业委员
会势在必行。2020年 11月，在中国抗
癌协会领导下，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分
泌专业委员会成立，周琦教授担任主任
委员，吴绮楠担任常务委员兼秘书，在
他们不断的倡导下，全国多个省市陆续
成立了肿瘤内分泌专委会。

近年来通过研究发现，恶性肿瘤与
高血糖及糖尿病关系密切。但对于全
国来说，这个方面还没有受到重视，目
前尚无相关的指南可用于指导临床诊
治和管理。因此，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内
分泌专委会组织专家对肿瘤相关性高
血糖的研究进展进行归纳总结，旨在指
导临床实践。

2021年8月，由周琦教授和吴绮楠牵

头执笔、多名专家参与的《肿瘤相关性高
血糖管理指南（2021版）》（以下简称《指
南》）在《中国癌症杂志》上发表，这对于肿
瘤内分泌学科来说，具有开创性意义。

《指南》主要包括肿瘤相关性高血
糖的概述、临床诊治管理和长期随访管
理，有助于改善中国肿瘤相关性高血糖
患者的临床结局。同时，由周琦和吴绮
楠参与和执笔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引
起的内分泌系统免疫相关不良反应专
家共识（2020）》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主要内分泌不良反应急症处理中国专
家共识》也为肿瘤的免疫治疗内分泌不
良反应提供了规范化管理建议。

科普之行
一年五十多场科普活动

日前，吴绮楠又迎来了一个好消

息：他成功入选了重庆市首批健康科普
专家库。当记者问及此事时，他笑着答
道：“作为一名医生，一名科学工作者，
要在科研上有自己的方向，要考虑自己
的科学研究会带来什么效益，会给人们
带来什么好处。同时还要把它用浅显
易懂的话表达出来，让大家都能够接
受，这样才可以得到推广。”

吴绮楠介绍，在糖尿病治疗中，
每天的血糖监测是必不可少的。一
般来说正规的血糖监测次数是三餐
前后和睡前，也就是每天要查七次甚
至更多，但针对这件事很多病人就不
理解，他们觉得每天查这么多次就是
在乱收费。实际上不是的，每天七次
血糖检测是为了让医生更好地了解
患者的血糖波动情况，据此来制订更
具有针对性的降血糖目标，缩短治疗
时间，这样反而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
和经济负担。

“更有甚者，在门诊很多病人来了
就直接让医生开三个月的药，甚至有些
都不是病人自己来，而是家属来。实际
上病人用这个药控制血糖的效果好不
好、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等，这些情况
医生根本无从得知。”吴绮楠说。

他还介绍到，这样就促生了糖尿
病“三低”现象，即患者对自己疾病等
知晓率低、医生的准确诊断率低、能控
制病情发展的人数低。在这种情况
下，关于糖尿病的知识科普就变得尤
为重要。

在今年的大足区人民医院科普日
活动中，吴绮楠就举办了一场糖尿病
健康饮食运动讲座。他给大足区玉龙
镇敬老院的老人们做了细致的检查，
还针对用药、饮食、保健三方面提出了
建议。

像这样的科普讲座，吴绮楠已经开
展了许多场，不只是糖尿病，还针对高
血压、痛风、骨质疏松，以及肿瘤和抗癌
等。就在他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他与骨
科等多个科室的同事还在大足区人民
医院广场开展了骨质疏松日义诊活动。

“仅2019年，我和团队就举办了大
大小小50多场讲座和义诊活动，给很
多人带去了实质性的帮助。‘科普’这项
工作我还要继续做下去。”吴绮楠对记
者说。

对于未来的打算，吴绮楠希望可以
利用好肿瘤内分泌专委会和大足区人
民医院这些平台，给病人带去他们能做
到的最高质量的服务，同时还要做好病
人的科普工作，让他们团队成为既能专
注临床又能做一些科研和科普工作的
研究型团队。

▲吴绮楠（左二）正在询问病人身体状况。
◀吴绮楠在 2020 年中国肿瘤学大会上发表
演讲。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