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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医生就好了”

小时候，毕荣修的身体不太好，被额窦炎困
扰了很久，经常头疼得不得了。父亲和哥哥带着
他四处寻医问药，寒来暑往里毕荣修早已记不
得究竟喝过几碗黑乎乎的中药汤、扎过多少根
针。“中药汤的滋味和草药名字一样千奇百怪，
那时候整天吃中药，不知道是习惯了还是男孩
子本身就不在乎这个，反正我对吃中药一点都
不怵。乡村医生来针灸，我也不害怕。”那时候他
就想，如果能学医帮自己解除痛苦该多好。

于是，毕荣修对中医的认知，就从每天中药
汤的滋味开始，兴趣越来越浓厚，“如果，我能治
病救人就好了……”

儿时的经历让他萌生行医梦，高考前爷爷
的一场病则让他毅然选择了学医。当时爷爷突
发脑血栓，在没有用药物及时有效控制病情的
情况下造成老人偏瘫，不仅影响了爷爷的日常
生活起居，也给全家人带来巨大痛苦。“如果，我
是医生就好了……”

1985年夏天，高考
结束后，毕荣修成功考

取了山东中医学院中医专业，毕业后留校，从事
骨伤科学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医的博大
精深吸引着我，在大学里我给自己定下目标，不
光要学会，更要学好，努力把学习中医的价值提
高再提高。”毕荣修说。

毕荣修刚刚实习那会儿，有一次带班老师
在值班，毕荣修作为实习学生在急诊盯着。入夜
后，意外摔伤的、酒后打架的，各种外伤病人被
送入急诊室，毕荣修和同学们开始一轮又一轮
的清创缝合。突然，一个肩关节脱位的患者被架
进来，伤肩肉眼可见地肿起来，病人哀号不止。
举起片子，毕荣修越看越蒙，课上学过，但是没
有实际操作过，老师又偏偏不在身边，肩关节脱
位到底该怎么治疗呢？

看着病人因剧烈疼痛面色惨白，毕荣修脑
子里闪现出老师教过的拔伸足蹬法。让病人平
躺在床上，毕荣修坐于病人脱位的肩关节旁侧，
把脚放在病人腋窝下慢慢进行牵引，牵引至一
定程度后，突然用脚将肩关节向上顶，一拉一放
松，只听咔嚓一声，患者的肩关节复位成功。

“那是我学医以来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兴
奋！”此时的毕荣修看上去比治愈的患者还要开
心。

“骨搬运”帮患者摆脱截肢噩梦

中医骨伤科这个专业，还是有些特殊的。在
这里，常常面对的是一些急诊病人，比如车祸导
致的多发伤。特别是高龄化的今天，老年患者比
较多。毕荣修介绍，老年人外伤后骨折，容易卧
床不起，带来非常大的损害。面对这样的群体，
特别需要细心周到的多学科治疗，保证老年人
身体早日康复，不留下后遗症，提高生活质量。

“医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
必精而专，始能由博而约。”随着骨科专业越分
越细，对医生专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体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对各学科全面掌握，才
能使我们在诊治疾病时整体考虑，不会出现顾
此失彼的情况。”毕荣修说。

“之前去过很多医院，都建议截肢，我想问
问，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能保住我的腿？”多年
前，郑先生因车祸导致胫腓骨开放性骨折后，骨
折部位出现感染骨不愈合，继而形成骨髓炎，导
致贫血、化脓反复发作，当地医院建议截肢。患
者经受多次手术后求助无门，将毕荣修当做“最
后一根稻草”。仔细研究病情后，毕荣修和他的
团队制订了“骨搬运”的治疗方案。

所谓“骨搬运”，就是将骨感染部位切除，在
骨干近端将其截断，在骨折的远、近两段分别安
装牵引装置，通过这种装置，持续、缓慢地将截
骨后的骨段向切除后的部位搬移，利用骨再生
的特性，刺激骨骼及其附属组织再生和活跃生
长，牵张成骨，达到治疗骨髓炎的目的。“正常骨
头利用骨搬运装置，每天以1毫米的生长速度向
两端延长，直到把病变缺损部位补齐。”毕荣修

介绍说，经过大半年的“搬
运”治疗，患者新骨长成，小
腿功能恢复良好，完全摆脱
了截肢的噩梦。

做完手术回家后只想躺下休息

十年前，眼看过春节了，科里来了一个急诊
病人，小腿和膝关节严重开放伤。毕荣修带领科
里医护人员连夜为病人做急诊手术，做了整整
一个晚上，还好，病人的腿保住了。走出手术室，
毕荣修才发现，这天已是大年三十，商家都关门
了，大家连个吃饭的地方也没找到。值得欣慰的
是，病人恢复得不错，至今和他还经常联系，两
人早已成了朋友。

还有一次，一位老年人患有偏瘫，结果大腿
偏瘫侧发生骨折，由于年龄较大，病人总体情况
比较差。针对病人的问题，结合检查结果，毕荣
修联系其他兄弟科室为老人进行了多学科诊
疗，手术十分成功，后面的复查结果也非常好。
出院后家属送来一面锦旗表示感谢。像这样的
案例在毕荣修这里还有很多，不少患者在出院
后都和毕荣修成了朋友。

在毕荣修的记忆中，早已记不清做了多少
台手术，最长一次手术做了五六个小时。毕荣修
笑称他们的工作就是体力劳动、脑子和手的结
合，特别是骨折复位的时候，需要医生使出极大
的力气，手术衣湿了干、干了又湿。

因为精力集中，手术台上根本觉不出累，可
一下手术台，疲劳感立刻迎面袭来，“做完这一
台还有下一台，回家后不愿说话，也不想动，就
想立刻躺下休息。”

心愿是帮更多人远离病痛

下班回到家，毕荣修心里想的也都是病房
里的病人：术后情况怎么样？明天的手术该怎么
做？此外他还得留意着电话，因为急诊病人随时
可能出现，往往是接一个电话，他就得立刻赶回
医院救治病人。这也导致毕荣修的睡眠不太好，
常常要依靠耳塞和镇静药物入睡。

为了缓解压力，毕荣修也有自己的兴趣爱
好——— 摄影。“平时休班在家，就想办法放松一
下，比如周末和几个朋友一起到南部山区，找一
些美好的场景拍一拍，欣赏山里的美景和自己
的‘大作’，也算是帮自己减压吧！”

毕荣修表示，医生这个身份为自己带来很
多，每当治好一个病人，看到病人病愈后的笑
容，自己打心底里高兴，这也是医生最有成就感
的瞬间。

从事骨科工作37个年头，毕荣修今年正好
60岁。站在医院骨科大发展的历史交会点上，他
还是那个毅然选择学医的少年。正如钟南山说
的那样，选择学医可能是偶然，但你一旦选择，
就必须用一生的忠诚和热情去对待它。

2022年虎年春节即将到来，面对自己的“本
命年”，毕荣修的心愿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远离
病痛，同时他也希望医院和科室在虎年能够进
一步向前发展。“祝大家和我自己在虎年工作顺
利，体健如虎，幸福美满，万事如意！”

60岁，“乐春虎”中医专家毕荣修：

行医济世是永怀心间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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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桑榆正好。在大部分这个年龄
的人进入退休状态的时候，经验丰富的
医生们常常还要回到一线。本报春节特
刊代言人，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骨
科教授、主任医师，“乐春虎”毕荣修先
生，就是这样一位笃志不移的专家。

其实，学医很苦，像中药汤一样苦，
尤其是从事中医骨伤科工作。在这里，面
对的往往是一些遭遇外伤的急诊病人以
及老年群体，伤情重且复杂。然而，正如
良药苦口利于病，医生多吃苦，就可能是
患者的福音。对于60岁的毕荣修来说，手
术台就是专属于他的战场。数个小时的
手术，往往是做完一台紧接着做下一台，
高强度工作贯穿每一分每一秒。尽管如
此，他仍把每一台手术都当成自己的第
一台手术来对待，“患者将信任全部交给
我们，没有理由不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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