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老师们潜移默化影响着
我，我也会潜移默化影响学生。我希望
这种传承，首先是高尚人格的延续，也
是复旦精神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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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医院胡必杰团队是感染、感控领域“多面手”

挑战疑难杂症 开辟“健康之路”
力求“让中国的感染病尤其

是复杂难治感染患者，得到与国

际水平同步的诊疗与救治”。中

山医院这支团队敢于挑战各种

复杂疑难和重症病例，为身患沉

疴痼疾的患者解开困扰多年的

谜团，挽救急危重症患者于生死

一线间，为一个个失望到绝望的

人们开辟出一条条柳暗花明的

“健康之路”。

团队领头人胡必杰是我国

感控领域的开拓者和年轻的“元

老”。从 1986 年就率先开展医

院感染防控工作。2007年底，接

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

制分会主任委员一职；创办“上

海国际医院感染控制论坛（SIF-

IC）”，是我国目前最大规模和最

具影响力的感控专业交流平台；

连续五年作为项目负责人的“中

国感控医师项目（SHIP）”，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才。

2015 年 8 月，作为前呼吸科

专家的他“中年创业”，一手开

创了感染病科，并将其从“重点

关 注 细 菌 真 菌 感 染 ”的 2.0 版

本，升级打造成现在的“感染病

诊断、治疗和预防为一体”的3.0

版本，组成立体式的“中山医院

感染团队”。团队在国内率先

开展病原微生物宏基因二代测

序技术，2018 即已建立国内第

一家本地化临床测序平台，践

行“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

急”的理念明显缩短诊治周期，

为数以万计患者的精准、快速

诊治提供有力的保障，有效避

免了抗菌药物滥用所带来的身

体和经济损失。

胡必杰著述甚丰，主编学术

专著近 20 部。但他与时俱进，

鼓励团队开辟微信传媒新阵地，

将收治的部分疑难病例在微信

公众平台持续发布，命名为“中

山感染探案系列”，2017 年 7 月

起至今已发布 219 探；同时改编

临床工作中有代表性、趣味性及

警示作用的案例，命名为“中山

感染科普系列”，并整理成《医界

探案-感染病科的故事》由人民

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

文/张欣驰

“我只是‘沉友’里的九十八分之一”

“我是在复旦接受的大学教育并留

校工作。我至今仍记得我的导师尹伯

成教授对我说的话‘先做人，后做事’。

复旦历史里从不乏‘大而宏伟’的时刻，

但更多的是‘团结、服务、牺牲’的‘小而

温暖’的时光，我希望能传承这种复旦

精神。”

“今天，是复旦大学 117 年校庆纪

念日。对‘沉友们’而言，这一天是从凌

晨 4 点开始的。”5 月 27 日，社会发展与

公共政策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尹晨在朋

友圈写下这样一段话。

5 月起，学校陆续安排接驳车协助

学生返乡。每天从凌晨4点半到下午3

点半的 18 趟班车和近 300 个学生的核

酸检测安排，将尹晨等包保干部的生物

钟向前调整了若干小时。这些下沉一

线 的 包 保 干 部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昵

称----“沉友”。

“当时大家都是能多出一份力就多

出一份力，我只是‘沉友’里的九十八分

之一，更只是抗疫期间留校工作者的千

分之一。”面对疫情，尹晨冲得出来、顶

得上去，守好院系“中场线”。

3 月 13 日，得知校园即将进入准封

闭管理，尹晨立即返校。后来，根据学

校轮岗安排，暂时出校休整。5 月上

旬，他再次入校，下沉入住到东区学生

宿舍 13 号楼。“读书时我只进入过一次

东区，是毕业时帮同班的女同学搬行

李。”这一次，尹晨的足迹，踏遍东区宿

舍园区。

东区 13 号楼住楼辅导员赵晨晨发

物资和巡楼时，常常碰到衣服被汗水浸

透的尹晨。每次见到赵晨晨，尹晨总对

他说一声“辛苦啦！”赵晨晨说，“每当觉

得快撑不住时，想想书记忙碌了一天爬

楼梯时的背影，我就觉得我可以。”

4 月上旬，尹晨接到上海市浦东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求援，表示流调压力

较大，希望学校提供帮助。尹晨接下了

这项工作，他说:“社政学院的孩子们一

直积极参加志愿活动。去疾控中心从

事的人际沟通工作，跟学院的专业关联

性强，他们一定愿意并能够出力。”

针对疫情下新的社会治理挑战，尹

晨与彭希哲、沈可等老师一起，组织学

院教师形成社会科学集群，承接疫情防

控和危机应对的决策咨询研究任务，组

织“突发事件下的邻里关系与基层社会

治理”、“危机应对与心理疏导”等专家

研讨会，形成一大批决策咨询成果。“学

好专业，更要把专业知识付诸行动，以

社会科学服务社会。”尹晨说。

担任包保干部的同时，尹晨开设了

本科生课程“经济发展研究”。这门曾

获上海市市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的课

程虽然年年开，但每次开课尹晨都要作

新的准备。

今年的就业季，尹晨牵头起草倡议

书，动员学院研究生导师、兼职行业导

师、校友等各方力量，为学生提供就业

机会。通过行业兼职导师的牵线，尹晨

和刘明波副书记一道，将复旦若干院系

“组团”，与招聘团对接，实现点对点“组

团式”招聘，为全校学生争取了 300 多

个工作岗位机会。

文/姚舟怡

他是华山医院大外科主任，从医数

十载，致力于解除肝癌患者的病痛；他

又是复旦大学临床医学院外科学系副

主任，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讲台上

下，医者与师者身份重叠；手术台内

外，技术与学术双线发展。“如何成为

一位好老师、好医生”，钦伦秀用实际

行动给出答案。

2001 年，年仅 35 岁的钦伦秀成为

当时复旦大学最年轻的外科教授。如

今，作为复旦大学临床医学院外科学

系副主任，钦伦秀每年承担八年制和

五年制本科生课程教学 4 个学时，研究

生课程教学2个学时。

贾户亮是钦伦秀第一位硕士研究

生，从 2000 年起就跟随钦伦秀学习知

识，目前担任附属华山医院普外科主

任医师。“很多同学觉得钦老师严厉，

但这份严厉背后更多是爱护，是希望

我们成长与进步，”贾户亮说，“医生是

需要高度责任心的岗位，就像钦老师

常说的，病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事，与

此相关的所有事都需要严肃对待。”

贾户亮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钦

伦秀常常对态度不认真的同学予以严

厉批评，“涉及临床安全和病人诊疗的

问题，钦老师始终一丝不苟，这份严谨

的治学与行医态度，影响了他的许多

学生，成为我们共同的基因。”

严肃却不失温情，这是钦伦秀给许

多学生的第一印象。郑燕是 2010 级生

物医学研究院硕博连读研究生，已经

跟随钦伦秀学习了 12 年。谈到钦伦

秀，郑燕总是满怀感激，“今年疫情期

间，钦老师时常牵挂着学生，经常问我

们是否健康，是否需要帮助。他关心

学生们的情绪，劝慰毕业生不要焦虑，

沉下心来打磨论文，也鼓励低年级的

同学多阅读专业领域的文章。”钦伦秀

用“朋友”一词概括理想的师生关系，

“我们从学生身上能学到很多东西，他

们对现代信息化的相关知识掌握得更

熟练。老师无法在每个问题上都有详

尽的了解，因此我希望学生有自己的

思想。”

“我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位核物

理学家”，但是高中时的一次意外受伤

却不经意间改变了钦伦秀的人生轨

迹。高考前的体育课上，他在跳箱时

不慎摔下，导致肘关节受伤。一位经

验颇丰的医生将撕脱性骨折误诊为脱

臼，延误了治疗时机，造成不必要的二

次手术。这次意外让钦伦秀下定决

心：未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对人们有

用的外科医生。

钦伦秀曾数次向学生动情地提起：

“能够成为汤钊猷先生的学生是我的

荣幸，他影响我的一生。”人品、悟性、

态度，这是汤钊猷提出的从医和从教

准则，亦成为钦伦秀挑选学生的“金标

准”。在钦伦秀眼中，医学不能用纯自

然科学的眼光去看待，社会科学的血

脉亦浸润其中，他要求学生“要有女人

一样灵巧的双手、鹰一样的眼睛、豹一

样 的 敏 捷 反 应 力 ，还 有 一 颗 善 良 的

心。” 文/陈奕宁

好老师“钟扬式”

■ 热爱医学，永远保持接纳知识
的好奇心；不怕吃苦，时刻怀有治病救
人的同理心。钦伦秀以一言一行潜移
默化地影响了自己的学生们，他们在医
学道路上忙碌奔走，始终不疲倦地向着
更高峰攀登。

他有鹰的眼睛和善良的心

■ 这本科普著作集合了探
案的神秘性、故事的趣味性、就
医的技巧性、疾病的知识性和防
病的科学性，为很多求医无门的
患者提供了新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