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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岱翰今年81岁，耄耋之年的他

依然像“少壮派”一样忙碌：每周在广

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两次门

诊；日常查房、会诊、讲学、带教、著书；

亲手审阅并修改《中医肿瘤学杂志》每

期刊出的数十篇稿件；每天翻阅大量医

学专业杂志“充电”；常奔波于广深两

地，在他一手创办的深圳市中医肿瘤医

学中心巡视办公、查房会诊……“我太

太问我‘先生你贵庚’，我说‘这是情怀

与向往，舍不得停下’。”周岱翰笑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的发展迎

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机遇。相比其

他省份，广东在中医发展上更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中医诊疗水平高，备受

“老广”青睐，还可聚集粤港澳大湾区

的人力财力和天然资源。如何更好把

握发展机遇？周岱翰的观点是：不能

只靠一两个学科带头人，而应众人拾

柴火焰高。他说：“要对中医有情怀、

有信念，做出成绩，才会引起社会的重

视，中医事业才能发展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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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您是中医肿瘤
学科奠基人，并创立了岭南中
医肿瘤学术流派，这个流派有
怎样的特点？

周岱翰：岭南中医肿瘤学
术流派是岭南医学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有着鲜明的岭南
特色。

一是深受气候和民风影
响。岭南地区气候温暖潮湿，
物种和物产众多，季节温差不
甚明显；岭南人民吃苦耐劳，
工作时间长，晚上工作爱吃夜
宵，造成脾胃负担重，易出现
食滞，常见的肿瘤以肝癌和消
化系统肿瘤、鼻咽癌居多。

二是用药“中西合璧”。
岭南地区对外交流早，西学东
渐也是从这里起步的，岭南地
区的南药有不少外来药物品
种，治疗方法综合而包容。

总的来说，这一学术流派
重视脾胃在肿瘤发病过程中
起到的影响；治疗中重视健脾
益气，通过提高病人自身的体
力、耐受力、自愈能力，最终实
现延长生存时间、提升生活质
量的目标。

羊城晚报：您在上世纪 90
年代较早提出“带瘤生存”的
观点，影响了医疗界，对民众
来说也是耳目一新，现在的情
况如何？

周岱翰：数十年前当人类
对肿瘤不完全了解时，提出的
口号是“消灭癌症”。但随着
人类对肿瘤认识的深化、对
基因组学的解读，世卫组织
2006 年将肿瘤论述为“慢性
病”和“可控性疾病”，肿瘤是
慢性病的观念就逐渐被人们
接受。现在人们对癌症的认

识，从“绝症”到“可根治”，再
到“可控性疾病”，对肿瘤治
疗的评价指标不是“治愈率”
而是缓解率和五年生存率，这
些都与“带瘤生存”理念不谋
而合。

羊城晚报：这十年间，广
东的中医肿瘤学取得了怎样
的发展？

周岱翰：岭南中医肿瘤学
术流派取得了迅速发展。特
别是近十年来，广东省各地的
中医院相继开设中医肿瘤门
诊，扩建了中医肿瘤病房。广
州中医药大学第一和第二附
属医院各分院的中医肿瘤科
病房住院总床位超过500张，
中医肿瘤学教学和人才培养
居全国前列。

中医肿瘤学是个古老又
年轻的学科，许多古代中医经
典著作都有肿瘤症状、辨证、
验方的记载，但分散在内外杂
病的治疗中，没有形成专门的
学科。广州中医药大学在国
内较早开始中医治癌的专科
培训，当时没有教材，学校在
国内中医院校中开先河，开
设肿瘤学教研室，逐渐建立
这个专业。随着专业影响力
的扩大，看到有必要形成一
个学科，我牵头编写了国内
第一本中医肿瘤学教材。在
这一过程中，我们申请了本
科、硕士、博士教育，最后国
家批准成立了中医肿瘤学重
点专科。正因为岭南中医肿
瘤学术流派影响力的提升，我
们申请的《中医肿瘤学杂志》
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2019 年在广东创刊，这是非
常不容易的。

羊城晚报：据悉，广东有不少
患者通过纯中医治疗晚期癌症，
也获得了 15-20 年生存期，其中有
什么秘诀？

周岱翰：中医药应当在早期
且全程参与肿瘤的治疗，而不
应是晚期患者的最后选择。此
外，中医也应像西医一样，要找
到 自 己 的 优 势 病 种 、敏 感 人
群。所谓“优势病种”就是西医
疗效不好的病种，“敏感人群”
就是对中医有信心、对疗效有
期望，不适合放化疗或复发的
晚期癌患者。医生对中医治疗
癌症要有功底、有技术、有责任
心，更要有信心，敢于坚持以中
医特色为主导，久久为功不放
松。我们不排斥西医的方法，
西医的疗法可以在中医全程治
疗的某个阶段中起作用，而通

过中医药的全阶段治疗促进病
人自愈能力的发挥，就是“带瘤
生存”理念的内涵。

中华文化是中医药文化发展
的根，对中医要有文化自信。中
医药全病程参与，这是取得疗效
的前提，亦是坚持中医特色的中
医肿瘤学发展的方向。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中医学
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的作用？

周岱翰：西医重视溯源，对病
原致病过程有清晰了解后，再选
择对应药物治疗。但这次新冠疫
情刚发生时病原体尚不明，对内
脏的损害也不是很明确，所以一
开始西医就较难应对。但中医则
可以在病原体不明的情况下，根
据症状辨证施治，所以中医在新
冠疫情发生伊始就能迅速介入并
取得了疗效。

羊城晚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对广东中医药发展有什么影响？

周岱翰：国家强大，中医发展
也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机
遇。我所在的中医肿瘤学作为中
医学的一个分科，同样分享了阳
光雨露。而广东省还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就是身处粤港澳大湾区，
可聚集大湾区的人力财力和天然
资源。

其实，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医
交流源远流长。以我个人为例，
30余年来我与香港各中医学会及
香港医管局多有学术交流及会
诊，几年前就在香港中文大学设
立了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还和
香港中文大学中医药学院合作举
办了“中医治疗癌症临床执照专
科班”。

羊城晚报：2021 年成立的深
圳市中医肿瘤医学中心是广东省
首个中医肿瘤医学实体，也是全
国第一个融“医、防、康、产、学、
研 ”为 一 体 的 中 医 肿 瘤 医 学 中
心。该中心由您积极倡议并参与
创立，是源于什么初衷？

周岱翰：建立中医肿瘤学医、
教、研实体，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
愿望。考虑到深圳市是我国改革
开放的排头兵，我向深圳市卫健
委提出，到福田区政府汇报并争
取经费支持，我带领广州中医药
大学肿瘤研究团队投入，建一个

可以实践中医肿瘤学科发展的医
学中心，我个人“三不要”——不
要编制、不要薪水、不要报酬。提
议获得各方面的认可，于 2021 年
8月批准“深圳市中医肿瘤医学中
心”在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
挂牌成立，现在已经运营了一年
多。今年 8 月 25 日，第四届粤港
澳大湾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
会上，我就这个中心做报告，好几
个地市也来找我（提 出 建 设 意
向），可见中医肿瘤学科发展获得
各地的认可。

羊城晚报：您 今 年 已 经 81
岁，是什么力量让您仍坚守在第
一线？

周岱翰：知道我要去深圳建
医学中心，我太太（心疼地）说“唉
呀，先生你贵庚呀？”支撑我的是
对事业的追求、对学术的执着，和
情怀上的满足。《中医肿瘤学杂
志》的稿件我自己一篇篇改，就是
想把这个学术期刊“扶一把、送一
程”，培养起它的学术特色和学术
权威后，再交给年轻人。医学的
知识老化周期是一年，这也倒逼
着我要及时更新知识。中医需要
传承，但传承不等于守旧，古代
没有放射线，也没有器官移植，
这都要求我们终身学习、全情投
入。中医人要对中医有信念、有
情怀，自强不息，中医事业才能发
展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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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岱翰 国医大师，中医肿瘤学学科

奠基者之一，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
开 创 岭 南 中 医 肿 瘤 学 术 流 派 ，自 20 世 纪

90 年 代 末 始 ，在 肿 瘤 临 床 中 倡 导“ 带 瘤 生 存 ”，更
新 中 医 治 癌 理 念 。 创 办《中 医 肿 瘤 学 杂 志》，填 补

国 内 无 中 医 肿 瘤 学 专 业 学 术 期 刊 的 空 白 。 推 动 广州
中 医 药 大 学 在 国 内 率 先 将 中 医 肿 瘤 学 纳 入 全 国 高 等
院校专业培养体系。

研 发 出 国 内 第 一 个 治 疗 肺 癌 中 成 药 —— 鹤 蟾 片 ，
获得 1984 年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部级）乙等奖。

大咖金句
中医的发展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机

遇，广东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抓住机遇的
同时也需众人拾柴火焰高。

——周岱翰

岭南中医肿瘤学
见证广东中医快速发展A

B 文化自信不可或缺
中医抗疫功不可没

C 中医需要传承
但传承不等于守旧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
阳、徐振天、杭莹报道：9月 28
日，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广佛
环线佛山西站至广州北站段
（以下简称“广佛西环城际”）
项目工程开工活动在佛山南
海区举行，标志着项目正式进
入施工建设阶段。

广佛西环城际由佛山和
广州共同出资并由广州地铁
集团牵头实施，是广州都市圈
城际铁路中首个开工的跨市
城际铁路项目，标志着广佛全
域同城化和广州都市圈协同
发展迈上新台阶。

广佛西环城际铁路是广东

重点建设项目，正线全长约47
公里，按200公里每小时的标
准建设，总投资约226亿元，总
工期5年。线路自佛山西站引
出，经佛山南海区狮山镇、里水
镇，广州花都区炭步镇、秀全街
道及白云区江高镇，接入广州
北站。全线新建狮山东、大榄、
官窑南、和桂、炭步、花都港和
神山北等7座车站。

项目定位为广佛环线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连接佛山与白
云机场和广州空港经济区的快
速城际轨道交通线。作为广佛
环线的“最后一块拼图”，其建
成后将助力形成完整的广佛城

际轨道交通大环线。
广佛环线城际的贯通，将

实现白云机场、广州南站、佛
山西站、广州北站等重大交通
枢纽，佛肇城际、广佛南环、广
清城际、穗莞深城际等城际轨
道交通，规划广州地铁9号线
西延、29号线，规划佛山地铁
8 号线、14 号、15 号线，规划
佛山有轨电车T6线等城市轨
道线路的快速互联互通，对服
务广佛辐射大湾区轨道交通
主动脉，增强广佛都市圈经济
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带动能力，
携领珠三角地区打造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联系紧密的城

市群，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广佛西环城际以公交化
运营为总体设计指导原则，将
通过优化票务、车站服务系统
和行车组织方案，实现城际铁
路刷卡扫码进站、安检互认、
付费区自由换乘、站台候车、
一票通达。”广州地铁集团总经
理刘智成介绍，“项目建成后将
构筑完整的广佛环线，可实现
区域轨道交通系统成网、互连
互通、统一运营、资源共享，实
现城际轨道交通网络客流整
体效益最大化，满足广大市民
对美好出行的向往和需要。”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
珩、通讯员粤机宣报道：9月
28日，惠州机场飞行区扩建
工程开工。本次飞行区扩
建工程为惠州机场二期扩
建工程的过渡性工程，目标
年为 2025 年，主要是为站
坪机位扩能增效，以满足航
班量增长和飞机停放需要。

本次飞行区扩建工程
以站坪扩建为主，配套建设
相应的辅助设施，包括新建
6个 C类民航机位，改造两
条垂直联络道，新建 2900
平方米的场务用房。

惠州机场民用航班于
2015 年 2 月通航，
T1 航站楼和 4 个

停机位同步启

用，此后旅客吞吐量快速增
长。2019 年 8 月 28 日，惠
州机场 T2 航站楼建成启
用，并将停机位扩容至 8
个，惠州机场也进入了高速
发展的阶段。

“在 2019 年建成 T2航
站楼和新增停机位投运的
基础上，再次对惠州机场飞
行区进行扩建，也显示出民
航业对粤港澳大湾区、广东
省和惠州市经济社会发展
充满信心。”惠州机场公司
负责人范菁华说。根据预
测，2025 年惠州机场的旅
客运输量有望达到 320 万
人次，货邮吞吐量有望达到
16000吨，预期均超出疫情
前水平。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
通讯员斯珂报道：9月 28日，广
州最大直径盾构机——“大道
先锋号”盾构机顺利下线，标志
着海珠湾隧道建设进入盾构施
工的重要阶段，穿越珠江之旅
即将正式开启。据悉，盾构机
将进行全系统的组装调试，计
划于今年年底始发掘进，海珠
湾隧道项目计划 2024 年年底
建成通车。

记者了解到，由广州交投
集团投资建设、中铁十四局承
建的海珠湾隧道项目纵跨海
珠区、番禺区，以双管单层盾
构隧道下穿珠江沥滘水道、洛
溪岛及三枝香水道，线路全长
4.35 公 里 。 其 中 ，盾 构 段 长
2077米，开挖直径15.07 米，是
广州在建的第一条超大直径盾
构隧道。

“大道先锋号”盾构机刀盘
涂装以广州地标“五羊石像”
为灵感，形象雄浑有力、深沉
威武。整机长 140 米，总重量
约 4000 吨，高度超过 5 层楼，
宛如一条钢铁巨龙横卧车间，
将在海珠湾隧道工程西线投
入使用。

海 珠 湾 隧 道 项 目 计 划
2024 年年底建成通车，届时
与东晓南路—广州南站连接
线南段工程（在建）共同构成
广州中心城区至广州南站的
快速直达通道，中心城区至广
州南站车程有望缩短至 15 分
钟，将有力增强广州南站的集
疏运能力，进一步释放其核心
门户枢纽功能，对推动广州国
际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和粤港
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具有重要
意义。

汕头海湾隧道
通车首日

车辆络绎不绝
羊城晚报讯 记者蚁璐雅、通

讯员汕宣报道：初秋的汕头内海
湾，海面波光潋滟、航线繁忙有
序。9月28日，这片见证汕头经济
特区沧桑巨变的海域，迎来了全市
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里程
碑”事件——有“世界级挑战性工
程”之称的汕头海湾隧道正式开放
通车（相关报道见本报 9 月 28 日
A6 版）。总长度 6.68 公里的汕头
海湾隧道，犹如潜行海底的蛟龙，
横亘碧波、气贯南北，开辟出一条
汕头内海湾南北两岸全天候过海
新通道。通车首日，海湾隧道内通
行车辆络绎不绝、川流不息。

“我们的药品有半衰期，从出
产到使用，有效期只有6个小时。”
隧道的开通对“分秒必争”的汕头原
子高科医药有限公司来说，是关乎
救死扶伤的大事。产品从生产线出
发，沿隧道快速配送至中心城区北
区的医院，将为救治癌症病人争取
更多药物使用时间。

“小时候从潮阳去市区，40公
里的距离，要先坐几个小时的汽
车，再从车站步行去礐石码头，坐
轮渡过海到对岸。”欣闻海湾隧道
通车的消息，身居海外的泰国中华
总商会副主席、泰国潮阳同乡会理
事长李桂雄回忆往昔、感慨万分，

“以后中心城区北岸到濠江、潮阳、
潮南的路程都近了，这个喜讯让海
外侨胞心潮澎湃！”

过去，连接汕头湾两岸的通
道，主要是海湾大桥和礐石大桥。
随着城市扩容提质，主城区过海交
通已成发展瓶颈；加之汕头地处沿
海，台风、暴雨季节的封桥禁行更
让交通不便。汕头海湾隧道的开
通，不仅解决了恶劣天气下的过海
交通问题，更打破了之前需绕行礐
石大桥、海湾大桥的局面，将两岸
通行时间从40分钟大幅缩短至10
分钟以内。

广佛环线“最后一块拼图”动工
广佛全域同城化和广州都市圈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

惠州机场飞行区
扩建工程开工

广州最大直径盾构机下线
海珠湾隧道将开启“穿江之旅”

交通建设快马加鞭
一批项目取得新突破

近期，全

省重大交通
项目接二连
三传来新进
展，一批项目
建设如火如
荼。9 月 28
日，又有多个
项目取得新
突破，或破土
动工，或开放
通车，或启动
扩建，或盾构
下 线 …… 交
通建设快马
加鞭，既畅通
城市动脉、串
联美好生活，
亦全力助力
经济企稳向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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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进行时

惠州机场飞行区扩建工程昨日开工 通讯员 粤机宣 供图

广佛西环城际昨日正式开工建设 通讯员 粤交综 供图

周岱翰 林添杰 摄

广州最大直径盾构机“大道先锋号”昨日成功下线
通讯员 斯珂 供图

汕头海湾隧道昨日通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