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魏嘉像往常一
样在病房里忙碌。在肿瘤科工作的她总是
面带笑容，话语柔和。经常有病人念叨，
“魏医生是我们的‘救命人’‘贴心人’”。
日前，魏嘉获得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

1983 年出生，16 岁考进南京大学，25
岁博士研究生毕业……“踏实”“拼命”，
是“学霸”魏嘉人生履历中的“标签”。如今，
作为南京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医
学院附属鼓楼医院主任医师，从医 12 年，
魏嘉每年诊治 8000余名肿瘤患者，零投诉；
经过 10 多年努力，魏嘉及其所在团队创立
的新型个体化选药模式已应用于临床。

将晚期胃癌治疗有效率提高 14%
据统计，全世界近一半新发胃癌患者

和死亡病例在中国，胃癌的病人不断年轻
化，尤其年轻女性的病例比较常见。近些
年，随着一代代新抗肿瘤药物的应用，抗
肿瘤治疗效果较前有所提高，然而晚期胃
癌的治疗有效率普遍较低。

长期以来，化疗在晚期胃癌治疗中的
地位不可撼动，但由于胃癌患者异质性强，
标准方案化疗有效率均低于 40%。通过分
子标志筛选化疗优势人群是提高现有药物
治疗有效率的唯一途径。

自 2004 年起，魏嘉率先在国内外开
展了胃癌常用化疗药物疗效相关基因与患
者预后的临床研究。针对胃癌患者化疗效
果不佳、预后差的现状，她和团队开展分
子标志指导下的个体化治疗系列研究，在
1760 例胃癌标本中进行验证并分析其与患
者预后之间的关系，开展“基于 BRCA1
等分子标志表达水平的胃癌个体化化疗的
前瞻性多中心临床研究”。

“根据药物疗效的分子标志，先把对某
种药物预计有效的胃癌患者挑出来，让病人

接受预计获益的方案，这样就能避免部分患
者采用无效的方案。这是在现有药物治疗
基础上的一个提高疗效的突破。”魏嘉表示，
肿瘤学科有太多的空白和未知，“但我们
一点点去努力，提高疗效让病人获益。”

经过 10 多年的努力，魏嘉及其研究
团队创立的新型个体化选药模式已经应用
于临床，基于前瞻性的临床实验数据，这
种治疗模式能将晚期胃癌治疗有效率提高
14%，部分患者平均生存时间由国际上的
9 至 11 月提高到两年以上。目前，个体化
选药的模式已经在鼓楼医院肿瘤中心常规
开展，不少病人因此获益。

一名 59 岁的胃癌患者经诊断评估后
发现多发肝脏占位，最大的转移灶有 10
多厘米。“我们也检测了一些靶向药物靶
点，这个患者没有靶向药物治疗的指征。
后来我们通过药物疗效相关的基因检测，
给他采用了个体化选药的化疗方案。”魏
嘉惊喜地发现，两个月后做 CT，患者的
肿瘤病灶明显缩小。后续这个患者还进行
了维持治疗、局部放射治疗。经过 1 年的
治疗后复查 CT，患者的肝脏病灶已经完
全消失，胃镜检查也没有发现肿瘤的迹象，
达到了病理完全缓解的效果。

从医 12 年零投诉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
安慰，这是肿瘤科医护人员与病人的相处
之道。”魏嘉说，医疗技术是有局限性的，
“有时候，工作上所谓‘无力感’的这种
刺激，会不断转化为我们做临床科研工作
的强大动力。”

2017 年，在儿子出生没多久，魏嘉就
得到了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她带着会错过
孩子第一次开口说话的遗憾远赴国外，只为
当病人找到她时，自己能说“还有点办法”。

视患者如亲人。魏嘉每年诊治 8000

余名肿瘤患者，从医生涯零投诉。魏嘉和
所在科室的同事，经常花大量时间和患者
及家属沟通，聊病情、定治疗计划，解除
他们的顾虑。

从医生涯里，一个女孩让魏嘉印象深
刻。“她才 20 多岁，胃癌晚期，但她却
总是以笑容面对病痛，感染到病房里很多
人。跟别的病人不同，她甚至不太在乎化
验单上那个小数点的变化。”魏嘉回忆，“胃
癌有一个基因的扩增，女孩的病情是属于
预后比较差的类型，病情发展得特别迅速。
我们给她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一些新的靶
向药物的尝试。”

女孩的家庭经济条件很差，家里不堪
重负。魏嘉想方设法帮她在医院申请了两
次救助基金，还发起了两次公益筹款。“她
这种情况，国际上平均存活时间不到一年，
但她一直坚持了三年多。最近，她的母亲
专门来我的门诊，跟我说起她去世前的一
些事情，代替女儿来表示感谢。”魏嘉说，
“当一个病人百分之百信任你的时候，即
便没有办法了，也得逼迫自己再去继续努
力，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鼓励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学医

魏嘉在南京大学医学院读书时，就决定
选择肿瘤科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我爱人
是骨科医生，我的父母也是内科医生，如果
我的孩子未来想要学医，我肯定会支持他。
这个职业是很光荣的。”魏嘉说，如果非要
说医生这个职业有缺点的话，就是太忙了，
大多数时候，孩子只能拜托爸妈照顾。

除了上班，魏嘉把可利用的碎片化时
间用来做临床研究。从读研究生开始，魏
嘉就在做胃癌临床治疗研究。她还研发了
肿瘤疫苗、细胞治疗新技术，参与创立肿
瘤患者“三元联动”安宁疗护新模式，创
建青年肿瘤专家学术沙龙和“与癌争锋夏

令营”公益项目，为医生和医学生提供培训。
“她是一位特别能给人‘安全感’的

导师。”博士生汪越说，认识魏嘉时，她
正值孕期。休产假前，她和学生们一起计
划安排接下来的事情，不让他们的学习计
划受一丁点影响。

2019 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学术年会邀
请了肿瘤疫苗方向的权威教授帕特里克 •
奥特前来讲座。讲座结束后，教授直接赶
班机回国，时间非常紧张。“我们科当时
正在开展疫苗方向的临床试验，我的课题
也在考虑是否要向疫苗方向延伸。这样难
得的交流机会错过了非常可惜，魏嘉老师
当机立断，带着我送教授到机场，利用路
上的时间争分夺秒沟通交流。”汪越说。

南京大学2015级临床医学学生施涛，
是在 2018 年的与癌争锋夏令营上第一次
见到魏嘉。“魏老师平时的临床工作十分
繁忙，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在魏老师值夜
班的时候找她讨论课题，有时候会讨论到
深夜十一二点。”施涛表示，希望将来能
像魏老师一样，对每一位病人都认真负责，
尽心尽力，在肿瘤学领域继续取得新的突
破，造福更多的肿瘤病人。

“我希望越来越多优秀的年轻人选择
学医。医学教育是精英教育，对学生的知
识面和整体素质水平要求很高，但这真的
是一个好职业，会带来很多其他职业不可
能有的满足感。”魏嘉说，当然，学医会
很辛苦，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年轻人
一定要努力奋斗。努力不一定成功，但只
要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
（本文原载于2020年5月6日《光明日报》）

今年的五一假期从以往的 3 天增加到
5 天，但是魏嘉还是感觉不够用。

“别人都是趁着假期休息，可我得利
用假期做临床研究，还要去医院值班，了
解病人的情况。”5 月 1 日，记者拨通了南
京鼓楼医院肿瘤科行政副主任、主任医师
魏嘉的号码，电话那头正在忙碌的她声音
略显嘶哑，尽管刚刚被共青团中央、全国
青联授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但是她
还没有来得及和家人好好庆祝。

5 岁上小学，16 岁就进入医学院，25
岁博士毕业，如今魏嘉又成为医疗行业年
轻人的典范，但她早已把光环悄悄放下，
轻装前行。她直言，面对癌症死神的步步
紧逼，唯有用创新的生物技术和家人般的
温暖，才能不离不弃地守护每一位患者。

一年服务 8000 肿瘤患者

魏嘉的专业是胃癌治疗。全球接近一

半的胃癌新发及死亡病例在中国，相对其
他类型的肿瘤，胃癌相关治疗药物的研究
进展比较缓慢，治疗手段也比较少。

“其实我作为一个双鱼座，泪点特别
低，在家里面看电视剧都会哭，但是在
工作上不是那么回事，内心的波动会比较
小。”虽然每年服务的病患多达 8000 例，
但她早已学会冷静客观地面对生死。

在很多年前，刚入职成为肿瘤科医生
的魏嘉并不是这样。

那时，一位在工作中经常帮助她的同
事突然罹患胃癌，让她震惊不已。尽管当
时她已经博士毕业，却仍然找不出什么好
的救治办法，但那位同事却十分坦然地对
她说：“不用浪费医疗资源了，我知道自
己这个病是什么情况。”

“他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是深感无力，
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时至今日，魏
嘉回想往事仍然感觉很难过。

不过从那以后，魏嘉逐渐接受了
这样的客观现实：病人得了肿瘤的事实
无法改变，医生能做的是最大化地提高
治疗的有效率，“我们的目标也很明确，
是希望能够帮助患者活得更长，帮助病
人在通过治疗后改善生活质量。”

就在十多天前，一位李阿姨带着
女儿的遗愿专程从外地来南京向魏嘉
表示感谢。

“燕子（化名）得胃癌时只有 26 岁，
比我小不了几岁，三年前她来求诊时已
经是胃癌晚期，而且家庭条件特别困难，

我看着实在于心不忍。”魏嘉说道。
像燕子的这种情况，一般的保守治疗

措施只能帮病人维持一年左右的生命。但
是，魏嘉两次帮她在医院申请救助基金，
还发起了两次公益筹款，并且一直尝试各
种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通过魏嘉的呵护，
燕子顽强地支撑了三年多。

不断创新的“医学人生”

“在我心里，肿瘤科医生最大的成就
感，是当病人找到你，你说我还有一点办
法。”冲着这个目标，魏嘉在医学创新的
道路一路狂奔。

而工作上所谓的“无力感”，也不断地
转化为魏嘉开展临床科研工作的强大动力。

“有个前辈告诉我，‘不要和病人成为
朋友’，尤其是肿瘤科，因为你无法承受你
的朋友在你的手上离去”，这句话让魏嘉印
象深刻，“当一个病人百分之百信任你的时
候，即便其他医院都说没有办法了，你也
得逼迫自己去找希望，哪怕是一丝。”

自 2004 年起，魏嘉对针对胃癌患者
化疗效果不佳、预后差的现状，开展分子
标志指导下的个体化治疗系列研究。她根
据每个胃癌患者的基因，个体化地选择治
疗方案，将晚期胃癌的治疗有效率提高
14%，部分患者平均生存时间由国际上的
9-11 月提高到 2 年以上。

目前，个体化选药的模式已经在鼓楼
医院肿瘤中心普遍开展，不少病人也因此
获益。

“6 年多前，一位胃癌伴多发肝脏转移
的 59 岁患者前来求诊，检查发现最大的
转移病灶有 10 多厘米。”通过药物疗效相
关的基因检测，魏嘉给他采用了个体化选
药的化疗方案，1 年后他的病灶和肿瘤完
全消失，目前仍然健康生存。

在免疫治疗方面，魏嘉带领团队建立
新型细胞治疗技术，攻克技术难关，研发
新型抗肿瘤治疗疫苗，为更多的晚期癌症
患者提供治疗机会。

近年来，魏嘉先后发表 SCI论著 65篇。
主持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杰出青年
基金等多项课题；获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
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省部级奖励
11 项。研究成果在国内多家肿瘤中心推广
应用，使 3000 余胃癌患者获益。
（文章原载于2020年5月2日《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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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晚期胃癌治疗有效率提高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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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有一分希望，也要尽百分努力
——记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魏嘉

◎ 苏  雁　齐  琦

魏嘉：从死神手里“抢人”，一年服务 8000 肿瘤患者
◎ 张  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