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身内科拔萃外科
在疝专业一鸣惊人

因为父亲是一名医生，田文可以

说从小在医院里长大，耳濡目染的熏

陶，让他从小就有当医生的理想。

长大后，田文如愿以偿考入医学

院校，毕业后成为一名医生，而且还是

一名军医。在解放军总医院，他先是

被分配到实验室，做神经内科疾病基

础研究实验，后来又到神经内科当医

生。

“当时在内科其实干得也不错，但

我还是喜欢外科，喜欢用做手术的方

式来治疗。”田文说自己一直想做外科

医生。好在，当时国家政策允许医院

医生通过考试进行转科，田文抓住了

机遇，考取了解放军总医院普通外科

张国华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实现了自

己当外科医生的梦想。

从内科转到外科，田文深知自己

起点比别人低，因此格外勤奋。早上 7

点前到医院，下班也常在晚上 7 点后，

每天都是超过 12 小时的学习与工作，

这一状态一直延续至今。功夫不负有

心人，努力加机遇，造就了一名优秀的

外科医生。

当时正值外科专业不断细分，腔

镜微创手术是一门比较新的技术。田

文和同事一起探索，开展腹部外科的

微创手术，并于 2004 年获得全军医疗

成果二等奖，这也成为解放军总医院

普外科获得的第一个全军奖项。凭着

对医学的热爱和刻苦钻研，田文开展

腔镜微创手术越来越得心应手。

2006 年的一天，在接诊一位两次

复发的女性疝气患者时，田文了解到

国外运用腹腔镜技术结合组织修补材

料治疗疝气，术后康复效果更佳。“给

我三个月时间，我用腹腔镜技术给你

治疗。”田文开始研究国外文献，经过

反复探索，终于掌握了这门技术，并成

功利用腹腔镜手术为这位患者实施了

微创手术。之后，他又用同样的方式

完成了十几例手术。

此时的田文，还不知道自己开创

了全国的先河。

不久，在一次全国疝专业学术大

会上，一位专家叹惜“国内尚未开展腔

镜手术治疗疝气”。田文当即举手示

意主持人，称自己已成功实施了腹腔

镜微创手术，愿意与大家分享手术成

果。主持人惊讶之余，破例给了他十

分钟时间发言。在近三百名全国疝专

业的专家面前，田文从容不迫，详细介

绍了实施手术的过程，并展示了相关

手术图片。这个临时增加的报告震撼

全场，引发与会者的热烈讨论，获得与

会专家的赞叹和一致认可。

此次学术大会上，田文可谓一鸣

惊人，成为疝专业的一匹黑马。后来，

随着他在疝专业领域的不断开拓创

新，技术水平逐步提高。他不仅在国

内作为嘉宾做学术报告，而且还受邀

参加国际疝专业相关学术会议。2006

年在印度召开的亚太地区疝专业会议

上，田文代表中国专家在大会上发言，

深受业内专家好评。同年，他还担任

了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疝与腹壁外

科专业学组副组长，同年担任全军外

科学疝与腹壁外科专业学组副组长，

成为该学科专业的全国带头人。

田文对手术要求精益求精，他并

没有止步于已有的成绩和荣誉，而是

继续钻研探索，攀登新的高峰，陆续又

开展了腔镜微创手术治疗切口疝、造

口旁疝、食道反流伴食管裂口疝等疾

病。就这样，田文在微创外科领域一

路前行，造诣日益精深。

精于甲状腺疾病诊疗
共识和指南全国推广

交谈间歇，田文向记者展示了他

刚收到的一本新书。书是从巴西寄来

的，全部是葡萄牙文，虽然看不懂，但

在书的扉页贴有一张便签，上面写着

的“田医生”还算工整。

原来，赠书人是一名巴西女作家，

也曾是一名甲状腺癌患者。去年7月，

她专程从巴西来北京求医，慕名找到

了田文。在成功完成治疗后，田文和

她成为了好朋友。后来，女作家将自

己在中国求医的经历写进新书里，并

寄给了田文。

“甲状腺疾病是一种常见病。尤

其在女性群体中，甲状腺癌发病率排

在第四位。但由于技术不发达，当时

国内很少有人将甲状腺疾病治疗作为

主打专业。”随着甲状腺疾病发病率越

来越高，到医院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

田文又加强了甲状腺疾病的研究和诊

疗，开展针对甲状腺疾病的手术及微

创手术。

田文认为，甲状腺手术是一项相

对较难且挑战性更大的手术，对医生

技术要求更高。因为甲状腺手术中很

容易伤及神经，会导致患者声音嘶哑，

甚至有可能失声，这将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而为了降低手术的风

险，在甲状腺手术中有的医生会选择

保留甲状腺后背部，避开有神经的部

分。这种方式虽然提高了手术的安全

性，但带来的问题是治疗不彻底。

为此，田文不断跟进了解国际上

甲状腺手术的新技术新进展，并引进

了术中神经监测技术。“神经监测技

术，就是在手术中通过仪器探测神经，

当接近神经时仪器会报警，医生就把

神经找出来，对神经实施保护方案。”

田文说，在传统手术中只能依靠医生

的经验和手法，有时难免会伤及神经，

而术中神经监测技术的应用，极大地

提高了甲状腺手术的精准性和安全

性，更增强了甲状腺外科手术专家的

信心。

鉴于在甲状腺微创手术方面取得

的成就，田文愈来愈得到业界的肯定

和认可，并牵头制定了中国版7个专家

共识和3个临床指南，在国内大范围推

广。2013年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

会甲状腺外科医师委员会成立时，他

受聘担任主任委员，并于 2015 年连任

主任委员。2015年中国研究型医院学

会甲状腺疾病专业委员会成立时，他

又受聘担任首任主任委员。

此外，田文担任了中国医疗保健

国际交流促进会临床实用技术分会主

任委员、亚洲内分泌外科协会常务理

事、美敦力大学甲状腺外科学院院长

等诸多职务。同时，他还承担了多个

研究课题，获得国家专利 2 项，发表论

文 50 余篇，参与编写专著 6 部，曾获北

京市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军队医疗成

果一等奖、军队医疗成果二等奖、军队

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传承“工匠精神”
让手术成为艺术

“让手术成为艺术”，是田文对外

科手术的一种理解。

在走上外科医生的岗位后，田文

一直勤奋学习最新的前沿知识，不断

提高技术水平，力求通过手术挽救患

者生命，让患者从身体到心灵都能有

良好的感受。

“就像我们永康人与生俱来的‘工

匠精神’一样，医生每做一台手术，都

要做到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田文认

为，外科医生开刀做手术，可以说患者

的生命就掌握在医生的手中，手术要

力求精准、安全，“如同艺术家对待艺

术品精雕细琢一般，面对一个个手术

患者，外科医生要在安全精准的基础

上，追求完美精致。”

就拿甲状腺手术来说，切口在颈

部，患者大都担心留下疤痕，影响美

观。但田文开展腔镜手术治疗甲状腺

疾病，可以做到颈部不留疤痕。尤其

是近几年引进了达芬奇机器人后，田

文更是将微创外科技术发挥到更高水

平，极大改善了术后外观美容效果。

对于家乡的医疗卫生事业，田文

也十分关注。许多永康人在北京求医

时，都得到了他的帮助。他说，近年来

永康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稳中有进，

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方面也取得了长

足进步，特别是老百姓的健康意识得

到极大提升，每次返乡都能感受到浓

厚的体育健身氛围。

“我经常会到浙江各地巡讲，与永

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联系也很密切。

前段时间，我还带了浙一、浙二等医院

的专家回永康开展了义诊活动。”尽管

大部分休息时间都被各种学术活动所

占据，但田文还是会力所能及地为家

乡的医疗卫生事业出力。

对于即将召开的永康博士大会，

田文也表达了最衷心的祝愿。他还表

示：“不仅是我个人，还有我的团队，都

将尽最大的能力，为永康的医疗技术

进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一些帮

助。”

□记者 张赤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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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文：把手术当成艺术追求

城西新区下田桥村
人，主任医师、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普通外科副主
任、甲状腺专病中心
主任。全国甲状腺
外科、疝和腹壁外科
专业学术带头人。

□人物名片

田文

身着白大褂，头戴手术帽，脖
子上挂着一只口罩，再配上一副黑
边半框眼镜⋯⋯记者一行走进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普
通外科副主任田文的办公室，他正
靠在沙发上休息。“请坐请坐。我
刚从手术台下来，喘口气。”看到记
者进来，田文赶紧起身招呼。

这已经是田文当天做完的第 4
台手术，看得出他有点疲倦，但精
神 依 然 抖 擞。“今 天 还 有 2 台 手
术。”从早上 7 时到晚上 7 时，几乎
每天都围着手术台转，工作强度极
大，田文却一脸坦然，“这是工作常
态，早就习惯了。”

在略显拥挤的办公室里，田文
打开了话匣子，向记者娓娓讲述他
的从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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