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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人物·
投身杏林七十载 镜中探幽开先河
记消化病学大家张志宏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消化科

通信作者：邹晓平，Ｅｍａｉｌ：ｚｏｕｘｐ＠ ｎｊｕ．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 ｃｍａ．ｊ．ｃｎ３２１４６３⁃２０２１０３１０⁃００３１６

滚滚长江东逝水，不尽百载恢宏

创科立言一脉通

精神传承在，后辈多殊荣

鼓楼消化峥嵘上，敬看岁月流风

一本《内镜》显才能

医路慈悲事，难尽言谈中

２０１９ 年张志宏教授获得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章　

　 　 张志宏，南京鼓楼

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
１９２５ 年出生于风景优美

的鱼米之乡———江苏宜

兴金紫圩，１９８４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１９５０ 年自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

区医学院毕业后即至南

京鼓楼医院工作至今，
历任主治医师、主任医

师、消化内科主任、南京

鼓楼医院专家组副组

长、南京大学医学院教

授。 曾任中华医学会消

化内镜学分会第一、二
届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第三、四、五届常务

委员、名誉顾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肿瘤学组组

长。 １９９２ 年获国家突出贡献国务院终身津贴，２０１１ 年获江

苏省医师协会终身荣誉奖，２０１３ 年获南京医学会突出贡献

奖，２０１５ 年荣获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终身成就奖，
２０１６ 年荣获江苏省医学终身成就奖。

他天资聪慧，酷爱读书。 １０ 岁开始寄宿于当地驰名的

凌霞完全小学、二临初中学、苏州高中。 在抗日战争时期奔

赴江西赣州，考入六年制国立中正医学院，结业后于 １９４９ 年

在无锡普仁医院（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前身）实习。 实习期

间，他熟读了物理诊断学和临床诊断学。 １９５０ 年因举家迁

往南京，经校友介绍到南京鼓楼医院应聘。 当时鼓楼医院招

聘颇为严格，需要写一份完整的英语病历，并做一次英语论

文讲座。 张志宏教授凭借扎实的英语和医学功底顺利通过

测试，自此开始了在南京鼓楼医院逾七十载的行医生涯，也
造就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筚路蓝缕建科室 历尽艰辛创新刊

１９５３ 年，对未及而立的张志宏教授而言，是革故鼎新的

开创之年。 在吴锡琛院长领导下，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在
国内率先建立了独立的消化内科，并陆续建立了消化科病

房、内镜室、超声室和实验室，先后开展了胃镜、小肠镜及大

肠镜检查。 南京鼓楼医院消化科是国内最早成立的消化专

科之一，被特定为省、市及原卫生部重点学科。 从那时起，鼓
楼消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张志宏教授的带领下一步一

步发展壮大。 鼓楼医院消化科 １９５９ 年开始接收消化科进修

医师，作为消化内科的进修基地，每年举办全国各种学习班。
１９６０ 年被原卫生部认定为全国首个高级消化医师进修班，
１９８５ 年再次被原卫生部认定为全国高级消化医师进修培训

基地。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已培训 ５０ 余期，许多当年的进修

学员已成为各地的消化学科开创者。
回首难忘的 １９８４ 年，它注定是南京鼓楼医院消化科值得

铭记的里程碑式的一年。 当时的鼓楼消化已闻名全国，高瞻

远瞩的张志宏教授与吴锡琛院长深刻认识到，一流的科室除

了要有一流的人才和学术，还要有一本展现一流水准的期刊。
由于消化内镜一直是张志宏教授及鼓楼消化的强项，且国内

在这一领域还没有专业期刊，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促使张教授

和吴院长决定创办一本内镜杂志。 对非出版专业的专家来

说，办专业杂志说易行难，其中艰辛更是非常人所能感受。 时

任鼓楼医院院长朱庆生教授和原南京市卫生局领导感念张志

宏教授的为人和执着，为《内镜》的创办提供了鼎力支持。 尽

管创刊之路充满险阻，但张志宏教授矢志不渝，经过他的多方

奔走，克服重重困难，《内镜》终得面世。 时任卫生部部长陈

敏章充分肯定了张志宏教授团队在创刊过程中的工作，并为

杂志题词。 《内镜》是国内第一本消化内镜专业期刊，也被列

入当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内镜学组的重点工作之一。
１９８７ 年《内镜》第一届编委会成立，张志宏教授当选副总编，
１９９２ 年当选第二届编委会总编。 在张志宏教授的辛苦付出

和不懈努力下，１９９６ 年《内镜》加入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大

家庭，改名为《中华消化内镜杂志》，他继续担任副总编。 如

今，作为国内消化内镜领域的顶级期刊，《中华消化内镜杂

志》已经成为展示我国消化内镜学术进展和技术水平的重要

平台，是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的机关刊物。

学术强科立潮头 镜中探幽开先河

张志宏教授在消化内镜领域不断学习，刻苦钻研，开拓

—０１４—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第 ３８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Ｍａｙ ２０２１，Ｖｏｌ． ３８，Ｎｏ．５



了内镜诊治的新领域，为我国消化内镜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开

创性工作。 在没有消化内镜的年代，胃肠道疾病的诊疗完全

凭借医师的主观判断，常常无法正确诊断。 为推动国内消化

系统疾病的诊疗水平，１９５３ 年，张志宏与吴锡琛教授在国内

率先开展了胃镜检查技术和胃内照相，开创了我国消化内镜

发展的新纪元，并为鼓楼消化在消化内镜领域的领先地位奠

定了坚实基础。 他们当年使用的半可曲式胃镜如今仍珍藏

在鼓楼医院院史馆内，这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保存完好的半可

曲式胃镜。 自胃镜检查开始，张志宏教授在消化内镜领域不

断创新，带领鼓楼消化形成了以内镜诊疗技术为特色的发展

道路。 由于当时应用的是半可曲式内镜，无法进行组织活

检，因此疾病的确诊仍然靠检查医师的视觉观察，存在一些

误差。 为此，１９５５ 年张志宏教授设计了一种气球网刮拭法，
在国内首先用于胃癌的细胞学诊断。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随着内镜技术的不断进步，张志宏教

授率先开展了纤维十二指肠镜检查、纤维胃镜和肠镜检查、小
肠镜检查和内镜下插入盲目性吸取黏膜活检、ＥＲＣＰ 和胆道

子母镜、内镜微波治疗等消化内镜诊疗技术。 正是他的身先

士卒和勇于创新，带领并激励着鼓楼消化勇立潮头。 １９９６ 年，
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内镜大会在张志宏教授的心中酝酿！
在那个消化内镜诊疗技术方兴未艾的年代，国内消化界的同

道已经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微创手术操作充满兴趣和信心。 然

而，由于网络传播技术的限制，同道们很难有机会目睹手术操

作，更谈不上学习和开展相关治疗。 即便是在国内各种内镜

学术会议交流中，讲者们也只能口头演讲，大家只能在讲座中

一起“想象”和“体会”内镜手术的细节。 是年，鼓楼医院消化

内科承办了第四届国际消化疾病和消化内镜学术大会，张志

宏教授决定在此次大会上进行内镜手术直播。 在那个年代，
其难度可想而知。 他调动全科力量，积极准备，精心安排。 江

苏省电视台专门派出转播车，科室的年轻医师们积极参与转

播电缆的铺设，从内镜室到转播车，从医院到会场。 最终，工
夫不负有心人，国内第一次内镜演示操作的直播大会圆满完

成。 时至今日，得益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内镜手术演示直

播已经成为各种内镜会议的标配，我们也很难体会到在那个

年代办成这样一件事情所要付出的艰辛。

精益求精见功力 于细微处见精神

矢志从医七十载，使得张志宏教授拥有深厚的医学造诣，
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多种消化系统疾病能精确诊断，治愈率极

高。 在消化系疾病的诊疗中，他常能应用生理病理的基础，开
展一些特殊检查方法，如门静脉循环时间测定、Ｌｕｇｏｌ 液试验、
粪便脂肪测定、胰腺肿瘤标记等。 张志宏教授善于将检查结

果与临床实际相结合，而并不一味信任检查结果。 曾有一位

中年女性，在一次大雨中不慎跌倒后自觉上腹部不适，来到鼓

楼医院就诊。 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仅对患者进行胃部钡餐检

查，影像科报告提示为正常，主诊医师亦认为没有问题。 张志

宏教授查房时，通过仔细询问病史，亲自体检，并仔细阅看钡

餐 Ｘ 线片后认为确有可疑之处，遂决定行胃镜检查，结果发现

了胃癌，从而让该患者得到了非常准确的诊断和及时恰当的

治疗。 他常常教导我们，临床医师必须亲自查看患者，亲自阅

片。 这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功力。 在张志宏教授的从医

生涯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曾有一位中央领导在江苏常

州调研时突发急性腹痛，当地医师诊断为急性阑尾炎，请示省

政府要手术治疗。 省政府不放心，便请张志宏教授前去会诊。
张教授半夜赶到常州，通过仔细体检，否定急性阑尾炎诊断，
并认为是轻度急性胰腺炎，当即请示后送回北京治疗。 一位

曾被外院拟诊为巨大肝癌的患者，辗转找到张志宏教授，经他

仔细询问病史和体检后诊断为阿米巴肝脓肿，如要明确诊断

则需要行肝包块穿刺检查。 在没有超声定位的年代，张志宏

教授运用深厚的解剖学功底，徒手定位和穿刺，准确找到包

块，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 由于张志宏教授高超的技艺，人送

外号“张一摸”，意即出手一摸便知疾病。

挚爱学会育后人 授业解惑传秘籍

张志宏教授为人正直，待人诚恳朴实，一贯非常热爱医学

会的工作。 他曾任江苏省医学会消化学会第三、四、五届主任

委员，江苏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会第一届主任委员，南京医学

会消化内镜学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 张教授不仅医术高

超，而且医德高尚，始终怀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
对患者极其负责。 他不仅一心为普通患者服务，并常肩负为

各级领导保健诊疗的重担，更是关心工厂和农村医疗工作的

开展。 他经常利用节假日为省内县级医院讲学和进行技术操

作演示，帮助下级医院提高业务水平。 在院内对患者认真负

责，总查房时坚持亲自询问病史和进行床旁体检，解决了许

多疑难危重患者的诊疗问题。 医院急救现场，常常看到他亲

临抢救的身影，多年来经他急救而起死回生的患者不计其

数。 正是他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吸引全国各地慕名而

来的求医者络绎不绝。 他曾荣获南京市先进工作者、南京市

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南京市七五期间优秀科技工作者。
张志宏教授先后出版著作 １３ 部，曾主编《胰腺疾病》《临

床胰腺病学》《消化病学》等学术专著，参编著作 １８ 部，发表

学术论文共 ８５ 篇，其中第一作者 ４５ 篇，为我国消化医学的发

展留下了宝贵资料。 他也担任国内多种相关杂志的编委，如
《美国医学会杂志中文版》《中华内科杂志》《中华消化杂志》
等。 张教授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曾代表鼓楼医院先后到

日本、美国、比利时、荷兰、法国、瑞士、瑞典、澳大利亚、新加

坡、泰国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地区进行交流和讲学，为医院科

室在消化系诊疗方面与国际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志宏教授为南京鼓楼医院的发展呕心沥血，在逾 ７０ 年

的医疗学术生涯中，他在医教研方面硕果累累，为江苏省、南
京市及国内的消化专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张志宏教授德艺双

馨，平易近人，烈士暮年仍鹤发童颜，近期颐之际仍壮心不已。
他不仅是鼓楼医院消化科的创始人，更是提掖后学好老师、好
前辈，他对中国消化内镜事业和鼓楼医院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１０）

（本文编辑：唐涌进）

—１１４—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第 ３８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Ｄｉｇ Ｅｎｄｏｓｃ，Ｍａｙ ２０２１，Ｖｏｌ． ３８，Ｎｏ．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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