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医是张还添从小的理想。
“小时候看见太多求医无门的病
人，很多地区医疗条件和水平跟
不上，导致延误了病情，错过了最
佳治疗时机。”张还添在高考选专
业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医学专
业，而不是家人希望的师范专
业。2010年，他被保送至暨南大
学攻读研究生，师从查振刚教
授。通过5年的刻苦研究，2015年
张还添完成直博学业并取得骨外
科博士学位。博士及博士后期
间，他前往美国普渡大学和拉什
大学医学中心深造，在退行性及
衰老骨病等领域开展了表观遗传
酶调控机制和高通量药物筛选研
究，以及以手术机器人辅助骨科
手术进修，顺利地完成博士及博

士后研究工作。
2023 年，张还添曾前往英国

专科医院就临床新技术的转化及
应用短期学习。“我忘不了初到国
外，听到外国同行对中国医学发
展的偏见，他们认为中国的手术
方式、手术器械都是照抄西方国
家的。”赴美留学的经历既增长了
他的学识和见识，更坚定了他回
国做有特色、有优势的骨科医学
研究的决心。自留学回国以来，
张还添一直专注于骨科医学研
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关节屏障
失衡的骨软骨退变机制及围手术
期诊疗方案转化，以及基于人工
智能及深度学习的膝骨关节炎中
西医诊治策略研发。

张还添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2项，负责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区域集成项目子课题，广
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
项目、澳门创新科技计划、教育部
师生交流计划等省部级课题10多
项，发表SCI论文36篇，获广东医
学科技奖二等奖、三等奖。系列
创新成果推进了退行性及代谢性
关节疾病的围手术期规范化管
理、快速康复及中西医结合治疗
策略防治体系的临床转化应用。

“未来，我将立足团队的前期
研究发现，面向退行性骨病患者

‘保膝’及‘微创’的需求，结合人
工智能辅助，加速科研成果临床
转化，为膝关节疾病的防治带来
新产品、新方案。”张还添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医心为民”的理念。

“给全民医疗科普是医生义
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这是张还
添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回
忆起之前的诊疗经历，曾经有位
病人来就诊时，用 A4 纸罗列了
20多个问题，不难看出病人的心
理压力极大。“这类过度焦虑的
病人不少，而医生在有限的诊疗
时间内很难一一系统解答。”从
那次之后，张还添开始重视利用
互 联 网 平 台 进 行 骨 科 知 识 科
普。“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推送
功能，很容易让关注健康问题的
患者读到相关的科普推文或科
普视频，这有助于改善不同病人
反复去问同一个问题的现象。
通过医学专业科普，能最大程度
地解答患者们的共性问题，也能

让他们打消顾虑、放下思想包
袱、信任医生。”

谈及难忘的医患故事，一次
下乡义诊志愿服务令张还添印
象深刻。“有一位七旬阿婆走路
经常打软腿，还伴有疼痛，下蹲
及起立困难并伴有沙沙声响。
问诊过程中了解到她长期戴护
膝，查视诊可以看到膝关节股四
头肌（尤其是股内侧肌）萎缩非
常明显。此外，阿婆有明显的 O
型腿，膝关节屈伸活动受限，且
屈 伸 过 程 中 可 听 到 沙 沙 声 作
响。”对此，张还添对阿婆进行了
进一步X光检查，结果显示O型
腿是膝关节内侧的软骨磨损引
起的，髌骨上方及下方有大量骨
质增生导致下蹲及起立困难。

张还添后来还了解到，病患并不
了解打软腿的原因并存在认识
误区：一是觉得使用护膝可以

“有病治病、没病强身”，解决所
有关节问题；二是觉得O型腿是
天生的，疼痛就少走。但实际
上，O 型腿本身会加速关节内侧
软骨的磨损，而活动少又进一步
加剧了肥胖及心脑血管疾病的
风险，形成恶性循环。“我向她详
细介绍了打软腿的原因，并给她
做了机器人辅助下的人工膝关
节置换术。手术很成功，术后随
访效果也很好。”这是张还添边
诊疗边科普的经历。这次诊疗
也让他深刻感受到作为医生的
价值，治病不能只治患处，还要
给患者“治心”。

不忘初心，深耕骨科医学研究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张还添是扎根临床一
线的一名骨科医生，也是一位积极投身科普事业的医
疗专家。作为骨科医生，他擅长膝、髋关节疾病及运
动损伤治疗，长期从事退行性骨病防治、痛风及代谢
性关节炎关节屏障失衡机制研究。作为一名投身科
普的专家，他组建的“医心为民”科技志愿服务团队，
积极参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义诊及宣教，有力促进了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张还添，1987 年出
生，教授，主任医师，博
士生导师，暨南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骨关节
科副主任，再生医学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暨南大学－香港中
文大学）首席研究员
（PI），广东省自然科学基
金杰出青年项目获得者，
广州市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副
理事长；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集成
项目子课题，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澳门创新科技计划、教育部师生交流计划等省部级课
题10多项，发表高质量SCI论文36篇，授权发明专利2
项、实用新型专利7项。曾获广东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三等奖，入选“广东省医学杰出青年人才”、广东省100
位博士博士后创新人物、广州市科协“青年科技人才托
举工程”、暨南大学王宽诚青年学者等人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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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还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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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年暨南大学毕业典礼上，张还添作为优秀教师代表致辞

扎根一线，传播科学医疗健康知识

近年来，为了助力粤港澳大
湾区实现“强骨梦”的建设目标，
张还添主动作为，围绕“湾区特色
医疗体系”“医疗服务提质”等主
题，组建了由国家级及省级专家
领衔，多家三甲医院医疗、科研、
传媒领域骨干组成的“医心为民”
科技志愿服务团队。该团队积极
搭建并推广“以治病为中心”向

“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的医疗科技
普及服务体系，充分发挥中西医
结合的优势，形成了义诊、图书、
课程、融媒体平台矩阵传播、基地
实地工作等“五位一体”的科普服
务体系。

“‘医心为民’团队自成立以
来，充分发挥医学专业优势，深入
各社区、校园以及偏远山区农村，
通过为基层群众开展义诊、疾病筛
查、赠医施药及设立名医工作室等
途径，为基层医院传送医技累计服
务时长约 2500小时，服务人群约
5000人次，累计受众人群超过5.5
万人次。此外，我们以视频、推文、

动画等方式在线上科普常见骨科
疾病及中西医结合医养等理念，打
造线上传播矩阵及科普品牌，并主
编出版了《膝骨关节炎疼痛及治
疗100问》《麻醉百问通》《“最强大
脑”速记中药学》等科普书籍，将
复杂的专业医学知识转化为通俗
易懂的科普读物，获得了社会的广
泛关注和各界好评。”

张还添还积极鼓励更多年轻
医学人才加入医学科普事业。其
牵头的“医心为民”科技志愿服务
项目，依托地市医疗机构和省市
级科技、医学协会及基层卫生服
务中心，招募了越来越多的青年
医学人才投身医学科普服务活
动，进一步扩大了医学科学技术
普及的影响力及社会效应。同
时，结合粤港澳高校联盟在线科
普课程“膝关节的养护与损伤康
复”，储备了一批青年医学科普人
才，形成了一种有效、可持续的医
学科普模式。

“医心为民”科技志愿服务项

目入选了 2021 年度中国科协及
中央文明办科技志愿服务先进典
型项目、2022年度广州市学雷锋
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成员及团队
也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
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省自
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等
资助，并获得广东省杰出青年医
学人才、“全国工人先锋号”“省级
青年文明号”等荣誉20多项。

张还添表示，当前正处于一
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是人工
智能的革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改变着世界。青年科技工作者
应保持对知识的热爱和追求，紧
跟时代步伐，在时代浪潮中不断
思考及尝试新事物、新方法，不断
挖掘自己的潜力和价值，在浩瀚
的星空中追寻自己的梦想和目
标。未来，他和同事们会继续将

“医心为民”这个科普团队做大、
做强，力争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医学青年科技服务的典范及旗
帜，为新时代中国青年树立榜样。

“医心为民”，科普实践助力青年人才成长

系列报道优秀科普工作者

张还添（前排左二）在机器人辅助下进行人工关节置换手术

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