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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棱镜
医学科普能不能有一种生动活泼的方式？

让生病的人看着不那么沉重、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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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病的人看着不那么沉重、刺眼。

这位肿瘤学科医生开公号做科普

每篇推文都写得生动有趣，连癌症都人格化了——

本报记者 吴朝香 通讯员 王屹峰 视觉中国供图

“食管癌，你走路的样子很像高启强！”

“‘相亲相爱一家人’微信群里，为了争夺谁是‘扛把子’，抗癌保健品之间发生了一场口水战”⋯⋯

这么有情节性的内容，都来自于一位肿瘤学科医生撰写的一篇篇医学科普文章。

“我是受很多年前一位患者的启发，想做一些科普，力求既通俗又生动。”

这些文章的作者，是浙江省肿瘤医院胸

部放疗科副主任医师盛李明。他于今年 1

月开出个人公众号“盛医生的公众号”，开始

写科普文章。和很多同行相比，他的起步不

算早，但盛李明的科普文章比较独特：每一

篇都被设置了一个情节，十分生动有趣。

多年前，盛李明接诊过一位食管癌患

者，那是一位80多岁的老教授，对方在他这

里做放射治疗。

“他有一次对我说，很多科普文章确实

很通俗，他也能看得懂，但作为一位肿瘤患

者，就是觉得看着有些沉重。他感叹道，医

学科普能不能有一种生动活泼的方式？让

生病的人看着不那么沉重、刺眼。”

盛李明一直记得老教授的话，因此当他

动手写科普文章时，他便试着往里面加些剧

情。

“食管癌的癌变过程，其实很像《狂飙》

中高启强的黑化过程。”盛李明在《食管癌：

你走路的样子很像高启强》一文中，将两者

进行了类比：高启强本是一位老实本分的

鱼贩子；食管是人体里一个普普通通、老实

巴交的器官，上连接咽喉，下连接胃肠。

高启强被欺负后，走上黑化的道路；有

些人吃东西太快、太烫、不规律进食、抽烟、

酗酒，不善待自己的食管，它就会渐渐突变、

癌化。

这样一种代入，把食管癌这个疾病讲得

生动形象。

“多 数 食 管 癌 患 者 都 有 两 类 生 活 习

惯：喝过热的水或者吃过热的食物，以及吃

东西太快。”盛李明解释，对食管来说，温度

超过 60 度，就称得上过热，“食管本身比较

狭窄，只有 5

毫 米 厚 ，如

果 吞 咽 过

快 ，容 易 对

上皮组织造

成 积 压 、刮

擦 ，日 积 月

累 ，就 有 癌

变的风险。”

患食管癌的老教授
一句话让他深受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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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篇来自于临床问题的颇有趣的科普文章是：《谁是扛

把子：抗癌保健品的口水战》。

吃哪种保健品能防癌抗癌？这是作为肿瘤科医生的盛李明

被患者和家属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其实也能理解，生病后，大

家都想赶快好起来，或者最好不生病，所以想找到一种保健品，

能包治或者包防百病。”

这篇科普文的形式也比较新颖，“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微信

群里，藏红花、冬虫夏草、人参等不同种类的保健品在打口水战。

“很多人都有同感，不少家庭群里，都会转发一些保健品信

息，真真假假，很难判断。”盛李明笑着说。

说到各种类型的所谓“防癌抗癌”产品，盛李明解释，以冬虫

夏草为例，它吞噬肿瘤细胞的能力是硒的4倍，它所含虫草素能

明显增强红细胞粘附肿瘤细胞的能力，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但

这些仍然停留在基础实验阶段。“另外，冬虫夏草对环境的要求

十分严苛，一般只有自然生长的纯天然版本，因此价格十分昂

贵，人工培养的冬虫夏草叫蛹虫草，又叫北虫草，外形与冬虫夏

草十分相似，价格却十分平民化。”

至于被很多人追捧的鱼翅，盛李明表示，鲨鱼的免疫系统、

淋巴系统的确和灵长类动物不同，是所有动物中最早进化出获

得性免疫系统的物种，短鳍鲨肝脏组织中富含十余个能够抑制

人类癌细胞生长的抑癌基因。“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合理的使用方

式，像现在这样简单的食用是完全起不到防癌抗癌作用的。”

“相亲相爱一家人”微信群里
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在打口水战

盛李明的科普选题基本都是来源于他

的临床或日常。

像很多医生回家过年时一样,今年春节

回老家时,不少亲戚朋友拿着检查单请他帮

忙看看。其中一位亲戚是位 20 多岁的女

孩,表现得很焦虑。

“她体检中有个肿瘤标志物的项目

CA724,略微有些高,但也不算太明显,她

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不是得癌症了？会

不会死？”

这让盛李明觉得意外：现在的年轻人接

受信息的途径多,确实了解很多肿瘤相关的

知识,但另外一方面,又容易理解过度,陷入

恐慌。

“CA724 是检测胃癌和各种消化道癌

症的化验标志, 对胃癌、卵巢黏液性囊腺癌

和非小细胞肺癌敏感度较高,这个指标很高

不代表就是患了肿瘤。”盛李明解释完后,

又让对方再去检查一下。果然复查后,指标

就正常了：女孩刚好是生理期,所以影响了

检查结果。

从这个事情受到启发, 盛李明觉得有

必要好好说清楚肿瘤标志物这件事,他用封

神榜里的人物来类比肿瘤标志物的准确性：

周文王姬昌卜卦登峰造极,肿瘤标志物和姬

昌使用的掌纹、龟壳差不多，都是以小博大。

“在肿瘤患者上，肿瘤标志物能够先于

CT、磁共振等影像学手段观察到治疗效果

的好坏，只用一滴血就能明白治疗效果，而

且能够反复验证，减少了CT、拍片所带来的

二次辐射伤害；但是在正常人身上还常常无

法清晰显示有癌还是无癌，这说到底还是适

用范围的问题。”

肿瘤标志物这个话题，盛李明一口气写

了两篇，“我还想写第三篇，把这个问题说说

透。”

亲戚家女孩的焦虑
促使他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对做科普文章，盛李明保持着独特的兴趣，目前他一周坚持

写一到两篇。“有时候，有好的思路，直接拿起手机就写了。最快

的一次，不到1个小时就在手机上写出来了。”

事实上，做公号的并不只是盛李明一个人。他负责创作文

案，他的妻子则是“幕后工作人员”，“她帮我排版、设计页面，我

把文稿交给她就行。”

而除了码字，有时盛李明还会制作一些简单的插图，力图把

事情说明白。

虽然公号刚刚开起来，但盛李明的野心很大，“小目标是写

够100篇，尝试不同的风格，但都要有可读性。最终的目标是希

望能让更多人了解肿瘤知识，而且是通过一种轻松、简单的方式

去了解。”

想让更多人了解肿瘤知识
而且是通过轻松简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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