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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佳

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会被疼痛

困扰。从出生的分娩痛、儿时的生长

痛，到青春期的外伤痛，再到老年后的

腰腿疼，疼痛在大多数人的感知里画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喻为不死癌

症的疾病，更是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痛

苦。为疼痛患者提供有效治疗，帮助他

们摆脱痛楚，是所有研究病痛医护人员

不遗余力在做的事，他们几十年如一日

的坚守在解除慢性疼痛的岗位上，卢振

和就是目前在慢性疼痛病临床医疗领

域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卢振和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疼痛科主任、广医二院疼痛科前

主任、中国女医师协会疼痛分会主委、

广东省疼痛医疗质控中心主任、广东

省疼痛康复分会会长。

内外互补
从学习到引领的中国疼痛科

中国疼痛医疗专业学科建立于

2007年，中国卫生部宣布成立的疼痛

科是世界上首创的指定诊疗范围为

“慢性疼痛”的一级临床学科，经过10

多年的发展，中国疼痛科的软硬环境

都已初步形成规模。与国外现有的以

某专科技术为主的疼痛中心不同，中

国疼痛科建立起了以慢性疼痛患者为

中心、用综合技术针对慢性疼痛疾病

原因进行诊疗的专业队伍。因为疼痛

科起源医师中90%来自麻醉科，所以

穿刺性技术成为中国疼痛科的特色技

术，也刚好与开放手术式的外科及擅

长药疗式的内科互为弥补。

“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因

为专心去实践去钻研慢性疼痛疾病，

中国疼痛科的诊疗理念与技术均有了

很大创新。中国疼痛科在继承原疼痛

定义“疼痛是组织损伤导致大脑不愉

快情绪反应”的基础上，提炼出“感觉

神经系统损伤或异常刺激”代替泛指

的“组织”，使疼痛科诊疗范围更明确，

并训练出能沿着感觉神经系统去寻找

疼痛病因、针对病因治疗的科学思

维。2008年开始得到医学界认可的

疼痛三分类就是依据感觉神经系统的

解剖生理而定。在专业诊疗这些疼痛疾

病中，疼痛科建立了四大核心技术，如

“镇痛药物治疗系列”“感觉神经系统损

伤诊断技术系列”“感觉神经卡压微创松

解技术系列”和“感觉神经调控技术系

列”，清晰的理论体系与技术体系大大突

破了慢性顽固性疼痛疾病的诊疗效果。

中国疼痛科的建设过程，在医学

上体现了我国“自主创新，重点跨越，

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教工作方

针。美国疼痛医学会主席赞赏这是

“他们一直想做却未实现的梦想，在中

国实现了”，中国疼痛医疗专业学科的

发展推动了世界医学的创新和进步。

红外热成像
对因治痛科技破瓶颈

中国疼痛科的医生不断创新，不

断突破，卢振和是其中的领航人物之

一。她始终坚持以针对痛因治疗和保

护神经为原则，以病人为中心，现代科

技与传统中医配合，对因治痛，帮助病

人祛除疼痛。

治痛要对因，这是卢振和积极主

张的观点。卢振和说，疼痛是症状，医

生根据病人的描述可判断损伤的感觉

神经的范围，经过仔细检查就能得出

70%以上的诊断，再有针对性的进行

仪器检查得出证据，结合如红外热成

像、B超、X线、MRI或血液检查，以及

病人的治疗反应等，可以快速发现疼

痛病因。在临床实践和理论学习中，

卢振和认为，要打破“疼痛是个症状”

的困锢，应当从疼痛症状进入身体的

主要责任组织中，寻找与治疗致痛病

因。经过与同事们的不断摸索，她总

结建议原有的疼痛定义需完善：“疼痛

是感觉神经系统损伤引起大脑的不愉

快感受”。针对这一新理念，卢振和团

队从2007年使用第一台红外热成像

仪器开始，认真观察与总结每一例患

者的图像，从大量的临床病例及医学

资料中，结合国际疼痛定义，终于找出

了红外热像在疼痛诊断中显示感觉神

经关系的客观规律，解决了许多疑难

疼痛。2013年，她组织的疼痛定义兴

趣组发表了疼痛新定义，从神经病理

痛定义及疼痛三分类的学习和实践

中，将疼痛聚焦到“感觉神经系统”。

该观点被国内外各专科医师逐渐认

可，终于明确了疼痛诊疗的责任系统

组织，清晰了疼痛医学诊疗与研究的

方向，突破了红外热像因极具敏感性

和客观性而导致的易干扰性导致至今

未能在医学界广为应用的瓶颈。

勇于担当
多措施帮助患者缓解疼痛

癌症，是全人类必须直面且正积

极解决的疾病。数据显示，全世界每

年新发癌症患者1000余万人，其中我

国有400多万人。癌瘤的无序扩张，

压迫着瘤周围的感觉神经，引发各种

疼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精神、睡眠、免

疫力、生命尊严与家庭安宁。

据了解，每年至少有500万名癌

症患者正在遭受疼痛的折磨，70%的

晚期癌症患者以疼痛为主要症状，

30%~45%为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

为了控制癌痛并减少药物造成的不

良反应，改变医生不敢收病人或无法

治疗癌痛的局面，卢振和带领团队制

订了一系列措施，使用了各种微创技

术以减少使用甚至可停用镇痛药。

病人有了专业队伍的管理，全国多地

的疼痛科建立起了难治性癌痛联盟。

射频镇痛
保护神经大脑不受损

治痛因是目的，如何在为病人去

除疼痛的同时尽量不增加新的损伤、

保护病人的生理功能一直是个难题。

射频镇痛技术是物理性微创治疗手段

之一，特点是仪器输出超高频安全电

流，通过细细的射频针对治疗点精确

加温，消融神经镇痛。因为射频的毁

损范围仅仅是其针尖直径的两倍，双

极射频的消融作用也仅1.5cm，是世

界公认的精准“破坏神经”微创方法。

2006年，卢振和提出射频消融镇痛治

疗要从病人的角度出发，保护神经保

护大脑。将射频高温破坏神经的方法

进行改革，利用射频靠近神经的特点，

安全治疗神经旁边的病变及卡压神经

的病变软组织，增加了感觉神经血流，

恢复了感觉神经正常传导。“射频镇

痛，保护神经”的射频治疗新理念与技

术系列，突破了国际上射频技术仅用

于破坏神经的局限性。2008年，卢振

和出版了《射频镇痛治疗学》一书，为

疼痛科医生正确发挥射频镇痛技术优

势、解决疼痛临床问题提供了理论依

据和操作规范，已成为全国基层医师

射频镇痛治疗的教科书，于2019年发

布了第2版。

卢振和改良了椎间盘纤维环突出

物钳夹器械和X线穿刺定位器并取得

三项实用新型专利，创新了硬膜外置

管泵注胶原酶溶盘的临床途径。认真

总结了十几种椎间盘微创技术后，她

提出神经痛的原因是纤维环突出物压

迫，主张医生采用“不动中央髓核”的

治疗新理念和技术，保护了广大腰腿

痛患者的脊柱力学。

卢振和在疼痛科病房中建立了中

西医结合亚学科，将中药、针灸、正骨

治疗加入了影像、理疗、无痛、微创等

新理念与技术，融合了冲击波、经颅磁

等现代理疗设备，努力实现疼痛患者

“快速查因，精准治疗，全面康复”的目

标，大大突破疼痛疾病的疗效。

经过20余年的积累与沉淀，卢振和

对因治痛在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

经痛、颈腰椎间盘突出症、关节肌肉

痛、糖尿病神经痛、癌痛等慢性疼痛疾

病中效果显著，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痛，

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我国的疼

痛学科做出了创新性贡献。

MR导航
创疼痛无放射精准穿刺先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017年为疼痛科引进了全国第一台

MRI导航疼痛微创治疗仪，穿刺中能

清楚显示血管、神经与脏器。卢振和

兴奋地说:“高科技为疼痛科如虎添

翼，我们不但能为患者准确诊断疼痛

原因，还能用现代最精准的靶点穿刺

技术治疗。我不需再做‘铅衣人’，病

人也不用担心传统的放射线伤害了。”

据了解，MRI导航手术仪的使用

就是利用MRI成像设备及导航系统来

协助外科进行手术。疼痛科专业打针

治痛因，穿刺需要很准确地到达病变神

经，MRI的优势是清楚显示肌肉、血

管、内脏、神经等软组织形态与位置，配

合导航系统更清晰地看到穿刺路径相

关区域立体的清晰组织。通过导航系

统设计准确路径，医师能在每个不同的

患者中找到最合适的入针方向与路

线，能避开危险组织。通过导航1分

钟便可入针到位，精准地治疗病灶，提

高了治疗的效果与安全性，同时，病人

与医生都不用承受X线透视的放射性

损伤。卢振和的团队已成功地用该项

技术为500多例患者解除了疼痛，包

括头、颈、胸、腰部及会阴部的微创治

疗，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均为首创。

我国的疼痛学科建设从无到有，

从有到大，从大到强，疼痛科团队从学

习、摸索、崛起到领航，用扎实出色的

专业技能、自强不息的干劲开启了疼

痛专科化建设的道路。

虽然发展中的新学科还存在各种

各样的困难和问题，比如，专科的注

册、教学、招生等许多重要问题多年来

还未得到解决，各地的发展也并不平

衡，疼痛科从业人员的体量不够大等，

但是卢振和相信，未来在全国疼痛科

医师的携手努力下，经过一代接一代

人的奋斗，中国疼痛医学将加快发展

和崛起。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将 中 国 疼 痛 学 科 推 向 世 界
—— 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疼痛科主任卢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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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梅

人类生存在地球上，与其他生物

一样，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在不

断认识自然、探索并了解自然规律中

得以延续和发展。地震作为地壳快速

释放能量、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

象，是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产生重

大威胁的自然灾害之一。因此，认识

和了解地震、探索地震发生规律、研究

特殊地区地震产生现象及特点，就成

为地震地质学家孜孜不倦探索的重要

内容，他们肩负着探索科学规律、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的神圣使命，在特殊的

岗位上不懈地奋斗，为人类了解与认

识自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成绩。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中国地震

局地质研究所就一直从事水库诱发地

震的观测与研究工作，曾牵头负责参

加过浙江省湖南镇水库、贵州乌江渡

水库、湖南东江水库等诱发地震野外

观测与研究，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水

库诱发地震研究团队，在水库诱发地

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与经验。研

究所的专家团队先后提出来水库诱发

地震与水库规模、构造条件、岩性条

件、渗漏条件、应力条件和天然地震背

景等因素有关，其研究技术与成果在

我国水库地震观测与危险性评价方面

得到了实际应用。

兢兢业业、甘于奉献
推动我国水库地震科技进步

马文涛1982年本科毕业于云南

大学地球物理系专业，1996年在中国

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获得固体地球物理

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地质研究

所从事地震科学的勘探与研究工作，

是卓有成就的地震地质学专家。他曾

进行过天然地震和人工诱发地震活动

性、震源机制参数分析和地震的非线

性特征等研究工作，近年来主要研究

水库诱发地震、震源机制、地震勘探、

数字模拟计算等方面的内容。

早在大学毕业初期，马文涛就曾

参加过浙江省湖南镇水库地震、贵州

省乌江渡水库等的观测与研究工作。

“七五”期间，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成

为攻关专题“长江三峡水库诱发地震研

究”的主持单位，开展了长江三峡水库

科学论证工作。为长江三峡水库、浙江

省湖南镇水库、贵州省乌江渡水库、湖

南省东江水库等工程建设提供了准确

的水库诱发地震预测意见，取得了很好

的社会效应和减灾效应。马文涛是专

题攻关子题“长江三峡工程库坝区重点

地段的地震强化观测和地震活动性的

研究”的第二负责人，开展了实验室内

标本变形过程研究，同时进行了与断裂

类型有关的声发射特征与波速场变化

的分析,并且参加了国家地震局“八五”

课题、两项国家地震局“九五”三级子

题和多项地震科学联合基金课题。

此外，马文涛还承担过一项地震

科学联合基金课题“宽频P波反演在

1988年澜沧、耿马地震中的运用”，对

利用现代地震学的最新成果研究断裂

活动特征及地震动力学的相关工作起

到了重要作用。

自从走上地震科学研究这一特殊

的岗位起，30年来，马文涛一直稳步

走在为探索地震规律而奋斗的道路

上，肩负职责与使命，兢兢业业、甘于

奉献。2008年~2011年期间，马文涛

负责“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

课题“典型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定

技术及预警技术研究”，开展了水库诱

发地震的十二个新震例鉴别工作，开

展了长江三峡水库、广东新丰江水库

和广西龙滩水库的三维物理模型建立

工作，在同一时期，他还参加了“十一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课题“水库地

震发生条件探测技术研究”，承担26

个长江三峡加密台站的建立、运行和

观测任务。

在多年的研究工作中，马文涛依

据切身所得经验和研究成果，出版地

震方面的科学专著1部，先后在国内外

的中高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不

仅获得了诸多奖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还不忘指导和培养年轻一代的人才。

“典型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定

技术及预警技术研究”项目是马文涛

近年来参与的重大科研课题，他与研

究所的同仁一道，对上世纪90年代以

来我国兴建的一批重大水库所发生的

地震加以鉴别，开展水库地震鉴别工

作研究，建立水库地震震例数据库。

他们以典型水库为例，深入分析水库

地震与构造地震，用近场记录地震波

形、地震活动时空分布和地震的地表

效应等方面的差异，研究提出水库诱

发地震的综合鉴别方法。同时，在系

统收集、整理、分析库区深浅地质构

造、地震活动、形变、发震应力等资料，

并利用库区地下水监测网研究地下渗

流场的基础上，他们还研究建立了库

区地壳三维精细物理模型，以及边界

条件和初始条件，依其定量模拟计算

在水库加载与渗透作用下，库区应力、

应变场扰动的时空分布，研究定量预

测震级上限及可能发震地段的水库诱

发地震危险性评价方法。

此外，马文涛还和团队的同事们

一起，以典型水库为例，根据水库诱发

地震危险性评价方法所给出的预测

（设定地震）和库区及周围区域地壳介

质结构，采用多种正演方法研究库区

及周围区域地震带的空间分布，并对

水库大坝和库区及周围区域建筑物的

抗震性能、可能的崩滑山体的状况进

行调查研究。在此工作基础之上，他

们研究了水库诱发地震危害性评定与

预警技术，并建立起基于GIS平台的

相应的数据库及信息管理系统。

这一项目形成的研究成果不仅推

动了我国水库地震科技进步，而且在

水库诱发地震的防震减灾工作中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将产生显著的社会

经济效益。课题组提出的水库诱发地

震危险性动态评估方法将大大增强水

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定的科学性、准

确性。同样，他们提出的水库诱发地

震危害性评定及预警技术也将显著提

高我国水库诱发地震危害预测水平，

并为政府和水库业主快速决策、应对

可能的震灾预测提供技术平台。

重视水库诱发问题
确保科学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

水库诱发地震的问题最早是

1945年由美国的卡德尔提出来的，自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作为一个科学

问题被加以系统研究。1969年，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8个有关学术团体的

专家组成一个水库地震工作组，曾先

后召开座谈会三次，并于1975年召开

了第一届国际诱发地震讨论会，其成

果汇集于《大坝与地震》一书中。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通过研究

陆续找出了水库诱发地震的相关因

素，包括水库规模、岩性条件、构造条

件、渗透条件、应力状态和地震背景

等。但总体上来说，当下的研究工作

仍处于资料积累、震例分析、方法探

索、成因机制探讨一类阶段，主要进行

诱发震例的综合分析和拟建水利工程

的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性评估，还没有

在水库蓄水前及蓄水过程中进行完

整、系统的跟踪观测研究。

1962年广东新丰江发生6.1级地

震后，我国开始了对水库诱发地震的

相关科学研究。1980年，国家先后在

浙江湖南镇、贵州乌江渡和湖南东江

水库等地设置密集流动地震台网，利

用所获取的动态信息成功预测了这些

水库的诱发地震发展趋势，为大坝建

设和安全运转提供了科学依据。

水库诱发地震主要指水库蓄水在

库区及近邻区域诱发的地震，与典型

构造地震比较，具有震源浅、烈度高、

易于引发岩崩、滑坡及其它次生灾害

等特点。学界人士普遍认为，水库蓄

水时，导致水库水位变化并形成一定

大小的势能差，将水加载、卸载或通过

孔隙和裂隙注入地壳岩石之中，改变

了岩石应力状态、断裂泥和断裂面的

力学性质，导致断层由稳定状态向失

稳状态转换，地壳发生脆性变形，引发

地震。即使没有造成明显破坏的中小

地震，同样会产生强烈震感，干扰人们

的正常社会生活与秩序。

为此，早在“七五”“八五”期间，国家

地震局所属各研究所就已一起共同承

担完成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长

江三峡工程水库诱发地震问题”的研

究。近20多年来，为配合国家经济建

设，已在长江三峡库区、四川云南贵州

等地区的大型水库区建立和正在建设

地震监测台网和前兆观测台网。同

时，国家地震局各研究所还和一些多

地震的地方地震部门从不同角度开展

了不同程度的水库诱发地震监测与研

究工作，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观测、研

究成果和工程实施经验，并且培养了

一批相关科学技术人才。

国家科技部在“十一五”科技支撑

计划中设立了“水库地震监测和预报

技术研究”重点项目，主要内容包括：

研发针对水库地震的近场地震监测技

术；研究水库诱发地震发生条件的探

测技术；研究水库诱发地震预测方法

及判据；研究典型水库诱发地震危险

性评定技术、危害性评定技术与预警

技术。充分展现了国家对水库诱发地

震研究的投入与重视力度，确保了科

学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同时也保障

了我国已建、在建或正在设计的大多

数大型水库工程场地的地震安全性评

价工作顺利进行。

继承导师未尽事业
攻克地震预报难题

对无数像马文涛一样的地震研究

工作者来说，能够用科学保卫人民生

命安全和国家的能源财产安全，是他

们矢志不渝的职责与使命，也是他们

最欣慰的，早日攻克地震预报难题作

为他的毕生目标。

2018年马文涛的导师马瑾院士

逝世，未尽的地震预报事业需要有人

继承。马文涛虽已退休，但欣慰的是，

北京交通大学邀请马文涛筹建地震数

据和地震预报中心实验室，他将继续

贡献自己的力量，决心早日攻克地震

预报方法，更多地为社会奉献价值，造

福人类和祖国，不将难题留给后人。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勤于专研 “涛”声依旧
——记地震地质学专家马文涛

地震地质学专家马文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