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医学会第四次科学普及学术会议

“杏林之道，爱在深秋”学术大会

暨科普大赛成功举办

2024 年 11 月 17 日，四川省医学会第四次科学普及学术

会议暨 2024 年科普能力提升培训及优秀科普作品评选活动

——“杏林之道，爱在深秋”——在天府卫康运动酒店圆满

落下帷幕。此次盛会由四川省医学会主办，四川省医学会科

学普及专业委员会承办，不仅是一次医学知识的盛宴，更是

我省医学科普传播领域的一次重大突破。

本次大会的一大亮点在于参赛作品的数量与质量均实

现了显著提升，共有超过 600 件作品参与评选，超过 400 名

来自四川、云南、山东的各级医疗机构的科普爱好者注册参

会，这一数字相较于往年有了大幅增长。不仅彰显了医学科

普创作的繁荣景象，也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健康知识需求的

日益增强。作品内容涉及广泛，从基础医学知识到前沿医疗

技术，从疾病预防到健康生活方式，每一份作品都凝聚了创

作者的心血与智慧，其专业性和创新性得到了全国范围内的

广泛认可，进一步提升了四川省在医学科普领域的全国影响

力。

此次活动得到了多方力量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包括四川

省卫健委、省医学会的高层领导，他们不仅为大会提供了政



策指导和资源支持，还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强调了医学

科普工作的重要性。此外，多家电视台、杂志社、网络媒体

以及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也应邀出席，特别邀请了北医三院科

普大咖，文津奖获得者薄世宁教授前来授课。通过现场报道、

专题采访、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现场将医学科普知识以更

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广大公众，极大地拓宽了医学知

识的传播渠道，增强了科普活动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同时，

提高前沿医学科技知识在科普领域的传播效能，邀请四川大

学匹兹堡学院科研副院长李康教授做手术机器人发展史与

展望的科普报告，让广大医务人员熟悉，了解前沿科技知识

在医学中的应用，更好地以科技促科普发展。

活动设计上，大会坚持“两手抓”的策略，即一手抓科

普能力提升培训，通过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专题讲座、

工作坊和案例分析，为参会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实践

机会，并设置不同专题类分会场，包括精神与心理卫生分会

场、妇幼健康分会场、科普与人文分会场等主题；针对心理

与精神卫生健康服务社会需求日益增多，心理健康亟待全社

会重视与参与的时代背景下，首次邀请了华西医院心理卫生

中心王雪教授、董再全教授，攀枝花第三人民医院余佳主任，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李洪毅主任、陈思宇教授、辛一帆教授

等专家设立圆桌论坛，探讨医疗机构如何加强心理健康的科

普宣传。



大会在章晓红教授的精彩主持下拉开帷幕，衡明俊副处

长、姚永萍秘书长、许文明教授等嘉宾莅临现场并发表致辞。

衡明俊副处长着重强调了医学科普在提升全民健康素养中

的核心作用，鼓励科普工作者以科学普及法为指引，深耕大

众与基层科普，勇于探索科普新模式。姚永萍秘书长则深情

回顾了四川省医学会的百年征程，并详细阐述了成立科学普

及专业委员会及举办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与议程安排。许文

明代表省医学会科普专委会致辞，回顾了过去一年科普专委

会的工作，向与会者通报了大会的精心筹备情况，对远道而

来的专家、学者及科普爱好者表达了诚挚的欢迎与感谢，并

寄语大会能够成为推动医学科普事业发展的新引擎。





在上午的主旨报告环节，薄世宁教授以“我的六个心法”

为主题，为听众带来了首场演讲。薄教授通过回顾他从一位

多年在临床战线的 ICU 医生，如何通过与专业的传媒与自己

不断地学习与反思，他结合自己多年的医学研究和科普实践

经验，从自己的第一本重磅的科普作品“医学通识讲义”的

创作入手，详细介绍了如何转换“角色”，善于从大众的认

知与讲故事的角度，将复杂的医学知识转化为易于理解的科

普内容。薄教授强调，科普要学会转换角度把握立题，通过

生动有趣的讲述和扣人心弦的故事，可以让医学知识更加贴

近公众的生活。



紧接着，许文明教授就“医学研究，科普与人文”的话

题展开了深入探讨。许教授指出，医学研究不仅是科学的探

索，更是人文关怀的体现。他分享从不孕不育的机制研究入



手，到如何加强优生优育，乡村科普等等多个医学研究与科

普结合的案例，重点对其在高校如何将对学生的科研培训，

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的情怀展示了科普工作如何促进医学

研究的进步，并强调科普应更加注重受众的情感需求和理解

能力。

随后，秦朗教授围绕“生殖健康和优生优育的大众科普”

的主题展开。秦教授指出，生殖健康和优生优育是公众关注

的焦点之一，而科普工作则是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的重要途径。

他分享了多个关于生殖健康和优生优育的科普案例，并强调

了科普工作对于增强公众健康意识和生育质量的重要性。

李康教授探讨了“医疗机器人实践和科普”的话题。李

教授分享了医疗机器人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案例，包括手术辅



助、康复治疗等方面。他强调，医疗机器人的发展将极大地

推动医学科技的进步，而科普工作则是让公众了解这一科技

的重要手段。

章晓红教授从“科普思维纬度”的角度，为听众带来了

全新的思考。章教授强调，科普工作应具备多元化的思维方

式，包括逻辑思维、创新思维、情感思维等。她通过丰富的

案例，展示了如何在科普过程中运用这些思维方式，使医学

知识更加生动有趣，易于接受。



贾钰铭教授则就“医学科普的方式及传播与创新”的话

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贾教授指出，在新媒体时代，医学科普

的传播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他分享了多个成功的医学科

普案例，并创新性地开创了“圆桌派”这一新型的科普传播

方式，并强调了创新在科普工作中的重要性。



活动的尾声，刘怡教授带来了“大 V 的成长之路－医生

如何从‘零’做科普”的主题演讲。作为从事皮肤美容科的

专业医生，刘教授分享了自己从一名普通医生，成长为知名

科普大 V 的经历和心得。她强调，科普工作不仅需要扎实的

医学知识，更需要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创新精神。



下午的分会场一由罗加国院长主持，讨论了青少年与老

年精神疾病的早期干预科普等议题。与会专家杨君兰院长，

辛一帆主任，陈思宇教授等多位专家就如何通过科普提高公

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以及如何有效地进行早期干预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分会场二由华西二院胡颖教授主持，聚焦于三

胎与辅助生殖医保下的妇幼科普。与会专家们程萌，王慧卿，

毛晓容，向晓莉等就如何在新的政策背景下，通过科普提高

公众对辅助生殖技术的认识，以及如何保障妇幼健康进行了

热烈的讨论。分会场三由贾钰铭教授主持，与会专家探讨了

人文与叙事科普的新发展。专家们分享了如何将人文关怀融

入科普内容，以及如何通过叙事的方式让科普更加生动和有

吸引力。





本次大会的亮点之一是优秀科普作品的展示和评选，本

次大赛共征集到了来自全省 628 件优秀科普作品，这些作品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充分展现了四川省医学科普工作者的

创新精神和专业素养。经过专委会常委们的认真评选，309

件作品脱颖而出，荣获优秀并入围壁报展示环节，其中更有

60 件精品力作成功晋级现场决赛展演。决赛现场，作品以表

演类、演讲类、视频及图文类等形式进行展演，经过激烈的

角逐与评选，最终评选出了各类别的一二三等奖。



此次科普交流活动不仅为医学专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

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更为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医学科普

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相信，在专家和学者们的

共同努力下，医学科普工作将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为构建

健康中国贡献更大的力量。

大会在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中圆满结束，与会者纷纷表示

通过此次大会，他们对医学科普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也更加明确了未来科普工作的方向和目标。本次大会的成功

举办，对于提升四川省乃至全国的医学科普水平，具有重要

的意义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