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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暂缓生育计划捐献干细胞 两年前憾别家人援藏培训

谭玮麟：奉献让平凡得到升华

患者向谭玮麟（右一）和他的团队赠锦旗。 受访者供图

5年前，他暂缓“造人计划”，义无反顾地
捐献造血干细胞，将充满爱心的生命种子，
为一位“90后”白血病患者带去希望；2年
前，他“抛”下即将出生的女儿，加入援藏队
伍前往日喀则地区，带去上海先进的医疗技
术，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团队”。

来自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下简称
一妇婴）的“85后”谭玮麟是一名妇科医
生，在医院经常能见证新生命的到来，让他
对生命和希望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感
悟。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谭玮麟说，
奋斗应该是青春的主旋律，奉献让平凡得
到升华。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2017年7月，谭玮麟所在的一
妇婴面向医院员工发布了援藏志愿
报名的通知。一向有志于参与中西
部医疗援助的谭玮麟很想报名，可
当时他的妻子已怀孕近9个月，即将
分娩。“当时确实蛮纠结的，一方面
对家里放心不下；一方面又觉得这
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可以到最
艰苦的地方磨炼自己。”和当年捐献
造血干细胞一样，谭玮麟决定先报
名，再回家和家人商量。让他感动
的是，妻子和双方父母都支持他去
援藏。

当年7月 7日，谭玮麟抵达西
藏。7月27日，女儿出生。“有点小
遗憾，女儿出生的时候不能陪在旁
边，但是我相信将来孩子长大了，她
也一样会支持爸爸当时的决定。”谭
玮麟说。

刚到日喀则，首先袭来的就是
高原反应，心跳动不动就达到120-
130次/分，头晕，睡不着觉。谭玮麟
所在的援藏医疗队一共28人，来自
上海不同三甲医院的各个临床科
室；另外有四名领队，都是三年期的

援藏干部。兄弟姐妹们互相扶持、
互相打气，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身
体慢慢适应了高原的环境。

谭玮麟援藏队对口的是日喀则
人民医院，他担任的是医院妇产科
主任职位，和当地医生一起发展医
院的妇产科。当时主要任务有两
个，一个是医院的搬迁，一个是帮助
医院创三甲。7月到西藏，10月搬
迁新院，11月就要参加创三甲的评
审，同时还要做好学科的发展及规
划等，任务确实非常繁重。谭玮麟
告诉记者，“印象深刻的是，要一一
对照三甲评审的标准，发现问题、改
正问题。几千条，逐条梳理，逐条检
查，大家都是吸着氧，逐个科室开
会，协调各个部门运作，这都让我感
到肩上沉甸甸的担子，也体会到了
援藏工作并不简单。”

医院评三甲当天，全员严阵以
待，谭玮麟所在的妇产科被查到病
房的管理以及产房。“当检查专家
看到我们科抗生素使用率从94%降
到不到20%，使用强度从300%降到
30%多时，由衷感叹上海援藏队给

医院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那
一刻，谭玮麟心头涌起一种医者的
自豪感。

日喀则的医疗条件比较有限，
加上当地民众观念上的问题，多数
孕产妇的产检都过于简单，妊娠期
高血压、子痫、HELLP综合征等比较
多见，经常会有危重孕产妇送来医
院急诊。谭玮麟曾遇到过一个在家
多次昏迷、最后昏迷了19小时才入
院就诊的孕妇。最后经过妇产科、
麻醉科、ICU、呼吸科等多学科团队
进行抢救，该患者最终转危为安。

如今，虽然回到了上海，但谭玮
麟一直牵挂着日喀则。工作之余，他
每天会在微信里为日喀则的医生搭
桥，进行远程教学和会诊。在会诊的
基础上，他还对日喀则人民医院妇产
科开展远程教学，每周的妇科小讲
课、教学查房都会进行远程直播，让
日喀则妇产科的医生们一起参与讨
论。目前，谭玮麟还在筹备对日喀则
当地开展危重孕产妇抢救相关内容
的培训，帮助日喀则创建一个西藏西
部危重孕产妇诊疗中心。

2014年，谭玮麟刚到一妇婴工
作没多久，中华骨髓库的工作人员
来电告知，他与一名白血病患者骨
髓配型初配成功，或许他可以通过
捐赠造血干细胞来挽救这名白血
病患者。当问及是否愿意捐献造
血干细胞时，他丝毫没有犹豫便答
应了下来。当时谭玮麟已结婚 4
年，正准备实施家庭造人计划。“虽
然捐献造血干细胞并不会影响身
体健康，但还是想全身心地把捐献
这件事做好。”谭玮麟讲述得幽默
而诚恳，“救人计划比造人计划更
重要。”让谭玮麟感动的是，妻子
从一开始就全力支持他的这一决
定。

早在2004年，谭玮麟还是一名
医学院大一新生的时候，他就已经
志愿加入中国骨髓库。十年来，由
一名充满救死扶伤的理想的医学
生成长为一名奋战在第一线的临

床医生，他更希望通过在自己岗位
上的敬业、奉献，帮助到更多的患
者；而作为一名捐献志愿者，如果
有一天能够骨髓配型成功，他将毫
不犹豫地奉献自己的造血干细胞。

签署协议的时候，骨髓库的工
作人员告诉他，一旦签下协议，患
者就要进行化疗了，将身体内的造
血功能全部破坏。如果捐献者在
这个阶段反悔，将给患者造成无法
弥补的伤害。谭玮麟说，对白血病
患者来说，小小的造血干细胞就是

“生命的种子”，能够重建造血功能
和免疫功能。在非血缘关系的异
体移植中，造血干细胞的相合率只
有四百分之一到一万分之一，能够
在这么小的概率中配型成功，这本
身就是生命的奇迹。所以他一定
会尽全力去帮助这位患者。

之后，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检
查、高精度配对等过程后，好消息

如期而至，配型成功了！
回想起捐献的那段日子，谭玮

麟坦言，“一点不难受那是假的。”
打了动员剂，白细胞不断升高，他
出现了头痛、睡不着等症状。不
过，只要一想到自己承受这些痛苦
的结果，是能够挽救一条生命，这
就让他产生了无限动力。

完成捐献后，由于有相关的信息
保护规定，谭玮麟无法获知受捐赠患
者的更多消息，但这些年来他不断地
在心中为其祈祷，盼望着这名接受捐
赠的“90后”年轻大学生能有一个属
于自己的精彩健康的人生。

许多人对捐献造血干细胞存
在误区，认为是“钻骨取髓”，有损
健康。谭玮麟凭自己亲身实践，感
觉骨髓捐献的过程其实并不可怕，
而且意义重大。他真心希望有更
多青年人来传承这份爱心，让更多
的生命能够得以延续。

平时的工作紧张而忙碌，但
是脱下白大褂，谭玮麟却是一名
音乐发烧友，喜欢忙里偷闲听音
乐会。

3岁半时，谭玮麟便开始学习
小提琴。即便在初中最忙碌的学
习阶段，他周末两天都在学习或
者排练音乐。一上就是三年，以
至于连音乐学院对面卖盒饭的都
认识他和父亲了。

在学音乐的道路上，谭玮麟
是比较幸运的，他遇到了几位国
内顶尖的大咖，如小提琴老师贺
元元，其父亲是我国著名音乐家、
教育家贺绿汀先生。读初中时，
他参加了丁芷诺教授开办的丁善
德音乐学校，主要参与弦乐队排
练，升入大学后，他考入上海交通
大学交响乐团，在上海交响乐团
中提琴首席李亚芬老师指导下改
学了中提琴。

谭玮麟告诉记者，当时他有
好几次机会，可以走上职业音乐
这条道路，拜于名师门下。但最
终，他选择了弃艺从医。“可能是
受到家人潜移默化的影响，舅舅
是一名普外科医生，从小母亲就
念叨着，让我以后做一名救死扶
伤的医生。考大学那会儿，我便
填了医学为第一志愿。”

许多当年一起练琴的小伙伴
走了专业音乐的道路，也有开办
培训机构做自由职业者的。每每
看到他们在朋友圈晒到各地旅游
的美照时，忙碌在医疗一线的谭
玮麟都会笑笑。对于自己当初的
选择，他表示一点都不后悔，“音
乐让我懂得了美，欣赏美，追求
美。但我更想做的是用自己的双
手，去帮助更多的新生命，帮助更
多患者康复，和我一起去聆听世
界美好的声音。”他也很庆幸，音
乐如良师益友，始终在默默地温
润滋养着他的心灵。“音乐作为爱
好，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持续终
生的，可以陶冶情操，舒缓紧张的
工作生活节奏，甚至对于下一代
的培养都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捐献造血干细胞一点不可怕

援藏的日子艰苦但收获满满

音乐是紧张生活
状态的“调剂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