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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医者仁心的另一种体现
前不久，肖以磊受邀到聊城大学开展讲座，他给学生们讲述了自己的四点感悟：时间宝贵，要好好利用；设定一个

小目标，为自己加压；要勇于尝试，培养科研兴趣；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一切。
这四点是肖以磊对自己多年工作的总结，也说明了他是如何平衡临床、科研和

生活的。在做好每一台手术、为每一位患者缓解病痛的同时，他将科研工作做得有
声有色，答案不外乎勤奋、努力和兴趣。也正是因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让他能够十
年如一日地做到临床、科研两不误，并获得了“泰山学者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肖以磊很谦虚地说自己的一切成绩都源自医院的支持，是整个团队
一起努力的结果。他看重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
尽可能地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因为曾受益于前辈们
的指导，肖以磊要将这份责任传递下去。

尽管我们看不懂肖以磊的研究方向和具体内容，但却能感受到
他对科研和临床的极大热情，这份热爱让他能够在临床中发现问
题、在科研中找到方法，用更多的科研成果服务患者。这又何尝不
是医者仁心的另一种体现呢？ 鞠圣娇

“泰山学者青年专家”肖以磊

借科研之力
探寻脑卒中背后的秘密

本报记者 鞠圣娇

肖以磊，聊城市人民医
院脑科医院（以下简称脑科
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除了神经外科专家外，他还
有另外一个身份——科研
工作者。

2012年开始，肖以磊在
临床工作之余，开始了干细
胞在脑卒中治疗方面的研
究，后来又开始探究脑卒中
发病与基因突变之间的关
系。采用科技手段帮助患
者找到预防脑卒中的办法，
在脑卒中发病之前把“易发
病人群”识别出来，给予强
化干预措施，尽量使这部分
人少发病甚至不发病，或者
在发病后使其获得更好的
治疗效果，这是肖以磊坚持
做科学研究的初心，这份初
心支撑着他潜心研究，获得
了多项科研成果、申请了多
项国家专利，不仅被山东省
政府授予“泰山学者青年专
家”荣誉称号，更吸引了一
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共
同向着一个目标努力着。5
月 25 日，记者采访了肖以
磊，听他讲述了这个年轻科
研团队的故事。

用不同的视角看脑卒中

“普通人眼中的脑卒中是一种
疾病，大家只需要知道如何预防、
治疗就可以。但作为医生，我们就
要看到疾病背后的东西，探究为什
么一些人更容易得这类疾病，为什
么在一些家族中会出现聚集性发
病。”脑科医院院长、神经外科学术
带头人王继跃经常鼓励年轻医生
们要做一位有心人。在工作中，医
生们发现有的患者家族中有多人
先后出现脑卒中，大家有时会感
叹：难道脑卒中的发病与基因遗传
相关？某个家族中的成员会不会
携带某种脑卒中的易感基因？

这启发了肖以磊，他于 2018
年开始进行脑卒中易感基因筛查、
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研究。研究
中，肖以磊和团队将一种新的
CRISPR（一种编辑基因的技术）
快速检测方法，应用于聊城及周边
地区人群大样本脑卒中易感基因
筛查、早期诊断及干预研究中。该
技术简便易行、操作方便、检测成
本低，能够有效筛选出高危人群，
方便提早进行有效干预。

早在数年前，肖以磊就开始了
有关干细胞在脑卒中治疗中的研
究，他抓住干细胞研究这一科研热
门领域，选择了“基于干细胞外泌
体 miRNAs 的脑卒中神经损伤修
复机制”这一研究方向，证实了干
细胞分泌大量外泌体通过多个分
子及通路来发挥其抗细胞凋亡的
作用，从而起到保护神经细胞及血
管内皮细胞的作用，该成果有望改
善脑卒中等神经损伤性疾病的致
死率和致残率，促进患者神经功能
恢复。

科研与临床相辅相成

“科研的本质是创新，目的是
解决各种难题。我们这些研究听
起来特别‘高大上’，但其实目的很
单纯，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应用到
临床，服务患者。”这些年，肖以磊
始终没有离开临床工作，与患者及
家属交流时闪过的念头、手术结束
后的总结、阅读文献时的心得、与
同事交流碰撞出的思维火花，都成
为他进行科研的灵感来源，他会将
这些写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或者
手机记事本上，说不定哪个想法经
过不断锤炼和推敲，就变成了对临
床有益的科研项目。

与救治一名病人、完成一台手
术获得的成就感不同，科学研究需
要付出大量的努力才能让一个或
许不那么清晰的想法成为现实，过
程中可能遭遇失败、困惑与痛苦，
有时方向上的分毫失误可能导致
事倍功半，有时一些不可控的因素
甚至影响着最终的结果。但肖以
磊仍然乐在其中，始终为患者服务
的初心也激励着科研团队其他成
员。肖以磊曾带领团队在国际上
首次发现脑卒中新的易感基因
TBXAS1和TYMS，对这两种基因
的检测方法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已
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有关干细
胞研究，他也发表了各类论文 10
余篇，其代表性论文获得国家卫健
委脑防委“2020 年中国脑卒中防
治百篇优秀论文”二等奖，并入选

《中国脑卒中防治精粹》。
“我不会离开临床工作，不论

是救死扶伤还是科学研究，都是我
喜欢的。”谈及未来，肖以磊目光坚
定。

站在“巨人”肩上，会走得更远

2014年，肖以磊所在科室的主
任李学元申请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这让肖以磊看到了作
为一个临床医师在科研方面的无限
可能。当肖以磊真正开始科研工作
后，李学元不仅为他指点方向，也帮
他协调工作安排，让他有更多的时
间能专注于科研。

其实，脑科医院历来有着重视
科研的传统，医院鼓励医师们开展
科研项目，通过搭建平台、保障项目
运行、提供方向思路等方式，让像肖
以磊这样的年轻医师们有了施展才
华的舞台。医院领导身体力行，坚
持科研与临床相结合，带领团队承
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领
导、专家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从医
理念影响着年轻医生，而聊城市人
民医院又是全国首批 30 家可以开
展干细胞研究的医院之一。“可以
说，我们的团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开始的研究，不少前辈和专家都
曾给我们提供了无私帮助和悉心指
导。”肖以磊说，医院品牌影响力的
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前来
就诊，这也为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
了充足的临床数据，让他们在行业
内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2021年，肖以磊获评“泰山学者
青年专家”，这既是一份荣誉，更是
一份责任。在 5 年内，他需要完成
更多的科研任务，脑科医院为此组
建了一个开放型的科研团队，吸引
了包括临床医师、科研技术人员和
研究生在内的20余人参加，大家各
有所长又相互配合，充分发挥自身
的优势。

肖以磊（前排中）和他的团队。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