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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佳是一个活泼外向的女生，科
研工作十分优秀，目前已经有多篇
SCI论文发表，每年都斩获校内一等
奖学金。走上写科普文之路，她说与
自己做临终关怀志愿者的经历不无
关系。

2016年，黄佳在上海肿瘤医院
做志愿者，其间，她发现很多患者会
问，自身不抽烟不喝酒怎么会得癌
症，为什么我体检从来没问题一发现
就是癌症晚期？彼时，她深切地觉察
到大众对健康知识的缺乏。

“有位患晚期胃癌的老奶奶，其
实很早就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只是一
直不重视。”黄佳说，她希望更多专业
医学知识能被更多人知晓，及早治小
病，防大病于未然。

通过权威的科普平台传播健康
的科学知识似乎是一条不错的路
径。自觉文笔不错，导师也鼓励多面
发展，于是，黄佳通过自主投稿，渐渐
敲开了科普中国、丁香园、果壳网等
热门微信公众号的大门。2016年10
月19日，黄佳在科普中国微信公众
号上发出了自己的第一篇科普文章
《科学有料：憋住，此文有味道，别
闻！！！一分钟科普》。投稿当晚，编
辑就如获至宝般地加了黄佳微信。

黄佳坦言，在做临终关怀志愿者
的过程中，直面了许多生生死死，许
多时候自己也需要哭一场来缓解情
绪。这段经历促使她写下一篇《这里
有三个绝望的故事，但是……》的科
普文章。这三个故事分别关于“彷徨
无依的孤老”“殉情的丈夫”和“学会
了放下的母亲”。

“这三个绝望的故事都是关于病
人家属，因为际遇的不同，它们的结
局不太一样，但都说明同样一个道
理，病人家属也是无助、需要关注的
一群人。”黄佳意识到，尽管医学在飞
速发展，还是有很多病人无可挽回的

进入临终阶段，走向生命的尽头。面
对临终病人，几乎所有人的关注点都
是病人本人，却少有人关注到另一个
需要安慰的群体——病人家属。

“不仅对病人做好临终关怀，也
要关注病人家属的心理状况。在病
人病情变化时，提前告知家属病人的
现状及将可能发生的情况，及时调整
家属的期望值，减少家属和病人在等
待死亡过程中的焦虑。对家属做好
死亡教育，帮助家属与病人一起度过
最后的时光。细心观察，随时准备为
病人家属提供帮助，谨防不幸发生。”
黄佳说道。

记者：你是一名医学博士生，是怎样挤出时间投身科普文章写作的？
黄佳：劳逸结合，尽力不拖延，不熬夜。在写科普文的过程中，身上有一

种热血在。想到能有人、更多的人因阅读而不误入健康谣言的歧途，自己就

很有成就感。除了科研、临床，我平时也喜欢阅读，烹饪美食，会自己做糕点，

喜欢看经典电影，非常喜欢运动，经常打篮球、羽毛球，每两天会去健身房锻

炼，一般是跑步加撸铁。

科研中的黄佳。 受访者供图

膜拜！90后手撕各种健康谣言
上海医学博士生3年写200多篇网红文章成科普达人

酒量到底能不能练出来？养猫可能会导致精神分裂？每天喝两杯含糖饮料或致早死，且女性比男性风险更高？
鱼刺卡喉，喝醋还是吃饭？你还要被这些“土方法”误导多久……“90后”的黄佳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整复外科的一
名博士生，这些也许你曾阅读过的“网红”文章正是出自于她的手。最近三年间，黄佳在投身科研临床之余，也成长为
陆续击碎了200多个健康谣言的科普达人。“在今后的道路上，我仍将紧握手术刀，不放笔杆子，做好一名称职的医
生，写一手漂亮的科普文。”黄佳许下心愿。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黄佳在学习之余投入精力写科
普，也带动了周边人。很多同学看她
科普文章发表得比较多，都颇有兴致
地咨询如何写好科普文，如何进入这
个领域。

同在一个实验室的“90后”周晓
博是一位非常积极主动的学生，一直
视师姐黄佳为榜样。周晓博一直有
写日记的习惯，文笔娴熟，之后，在黄
佳的引荐之下结识了几位编辑。从
此，周晓博也就开始了自己的科普之
路，至今亦有一年多了。

“他会跟我说，他是一个作家，而
不是写手，我们日常也会经常交流，互
相评阅对方写的文章。”黄佳调侃道。

周晓博2017年底写了自己第一
篇科普稿，内容是关于内裤该多久洗
一次，结果这第一篇稿件就被人民日
报公众号转载，获得“10万＋”阅读，
由此一发不可收拾。一年多来，也已
经陆续写了二三十篇科普稿件。每
篇稿件他都是首先从知网等平台搜

索信息，包括国外的相关资料，然后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

毕竟刚开始，周晓博还是会经历
拒稿，比如有一篇文章他自己写得很
得意，把心衰和汽车引擎类比，但是
黄佳师姐和编辑都告诉他这样的类
比不够大众化，很多机械专业用词对
老百姓来说也不能理解。如今，他继
续以师姐为榜样，寻找写科普的好角
度好方法。

周晓博说：“科普虽然不是我的
主业，但这项工作确实让我觉得很有
意义。一方面，通过它我可以把医学
院的所学知识传播给更多可能有需
要的人，比如在对于某些皮肤疾病，
通过提高读者的自觉意识，可能可以
提早发现从而及时治疗。另一方面，
科普的过程中，也是从更新的角度去
反思我们的医学，很多生活中的问题
其实教科书上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解
答，比如多久洗一次澡，自拍是否会
导致衰老等等。”

三年来，黄佳已写了200多篇科
普文，并诞生了多篇“10万＋”，还有
不乏被人民日报公众号转载的文章。

《【健康】这不是段子！有一种脑
梗死叫陪孩子写作业…》便是去年
11月8日人民日报微信号转载的黄
佳最初发表于科普中国上的一篇科
普文。从一位南京的妈妈陪儿子写
作业气到脑梗死住院的消息在朋友
圈炸开了锅开始，文章生动有趣地讲
述了脑梗死是什么病、常见的症状、
导致脑梗死的原因、影响发病风险的
因素以及如何预防。

黄佳的科普选题来源十分多
样。教育妈妈、diss父辈自以为是的
错误观点，都是写科普文的重要动

因。记得每次假期回家，妈妈总是不
让她用微波炉，说有辐射。由此，
2017年11月，黄佳写了《微波炉加
热食物致癌？吓坏无数人的传言是
真是假？》，传播度很广，还被多家微
信转载，甚至入选年度辟谣知识。

《延禧攻略：五阿哥永琪是怎么死
的？》《<我不是药神>火了！慢粒你了
解吗？》《<皓镧传>男主角子楚早早领
盒饭，原来是因为心肌梗塞……》黄佳
的这些文章还充分结合了热播的影视
剧。对此，黄佳俏皮地说：“有的时候
就用中午午休的时候看呀。因为觉得
浪费了时间，为了减少罪恶感，更是要
逼逼自己通过写科普文的方式让自己
有所收获，也让公众从中获益。”

通过权威科普平台
传播健康知识和科学理念

“diss”老一辈的错误观点
热点新闻、热播剧皆是素材

带动起身边的人
一起投身科普公益事业

对话

让公众不被谣言误导就是我的成就感

记者：三年200多篇科普文，如此高产是怎样达成的？
黄佳：前期是投稿，后来就有很多编辑约稿了。因为很多时候是跟着热

点的，写稿速度也要很快。现在，这方面技能也提升了很多。最初一篇文章4

至5小时，现在2000字的文章一小时吧。有时也被编辑赋予辅助审阅其他投

稿者的重任。

记者：现在信息特别繁杂，你是如何挑选信息的？
黄佳：平时生活中还是会翻一下微博，也关注时事政治。至于自如运用

网络化的语言，大概算我们这代网络原住民的天然本色吧。我还喜欢听广播

节目，一边做实验，一边听APP中的播客。我真的可以一心二用哒。

记者：科普这种事还是要讲究科学依据的，如何将自己练成一名“百事
通”？

黄佳：你提到了关键点呢。有时，我看到网上胡扯得特别严重，就非常愤

慨。我带着交大医学院博士生的名头，更需要特别谨慎对待。所写的每篇文

章，我都会查文献，中国知网、国外数据库，一定是要有所依据。真的是拿发

论文的严谨在发科普文哦。在写作过程中，自己也是在不断学习，很多东西

我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人家是造谣的，我也需要去深入地探究，对自己真是莫

大的提升。

记者：要写出适合新媒体胃口的爆款文，专职小编都会头疼的问题，你又
是如何破解的？

黄佳：关心热播剧、热门话题，结合着专业知识写出科普文章，才能戳中

大众心理又传播科学知识。我专门学习过医学大V“烧伤超人阿宝”写的《八

卦医学史》上下册，让我更好地把握历史结合医学的科普写作。同时，上海也

有很多不错的医院微信号，我也分析学习了一下行文风格。加上自己性格比

较“逗逼”，当把枯燥无味的病理、原理等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表示出来，我也觉

得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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