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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

“

七五
”

攻关课题 的那段 日子 里
,

白天要作临床

工作
,

下午 5 点下班后 回家
,

夜里 2 点钟再回到

单位作动物模型
,

清晨 5 点作动物 的磁共振检

查
,

早晨 8 点 以后 又开始 了新的临床工作
。

这

样一直持续了 3 周
。

1991 年我被破格晋升为副

主任 医师和副教授
,

并成为北美放射学会会员
。

199 2 年 1 月我 自费去美国犹它大学医学院

学习
。

在美 国 1 年的 时 间 就相继 完成课题 3

个
。

我是 1 月 8 日到的 美国
,

两周后就 完成 了

导师交给我的第 1 个课题
,

1 月底 交 出了论文
。

记得 当时 Os
bo m 教授看过我写 的论文后

,

高兴

得当即就向北京我的单位发 了电传
,

为我在美

国的工作而感到骄傲
。

5 月我的第 1 篇论文就

在美国神经放射学杂志上刊 出
。

我的第 2 篇论

文参加了同年 6 月在圣路易斯召开的美国神经

放射学年会并获奖
,

刊登在国 际神 经放射学杂

志上
。

作为 奖赏
,

我的导师 os bo m 教授在会议

一结束就 自费请我和我爱人在科拉偌抖河上漂

流
、

游玩 了 3 天
。

当时我在美国的 生活条件很

好
,

工资也很高
。

当我在扰它大学学习时
,

德克

萨斯州大学就给我安排好 了第 2 年的 工作
、

学

习位置 ; 此外
,

在加拿大的亲戚也给安排好 了在

加拿大的工作
,

办绿卡的费用也 已准备好
。

但

我总觉得我的事业在中国
,

我谢绝 了导师
、

亲戚

和同学们 的挽留
,

199 3 年 1 月我和我爱人一 同

返回祖国
。

回国后
,

我立 即向组织汇报 了在美 国工作

和学习情况
,

并马上投入到紧张的临床
、

科研和

教学工作
。

作为单位 国家
“

八
、

五
”

攻关课题主

要成员作 了大量的工作
。

此外
,

仅 19 93 年就授

课 200 多学时
。

199 3 年我获硕士研究生导师资

格
。

19 94 年被选为 中华放射学杂志编委和 中

德 医学会北京分会理事
,

并破格晋升为主任 医

师
。

19 96 年晋升为教授
,

并选为 中华 医学会放

射学会全 国青年委员
。

今年又成为博士研究 生

导师
。

12 年过去 了
,

尽管我 没有取得什 么 惊天动

地的业绩
,

但是回首往事
,

我 问心无愧
,

我尽力

了
。

这 12 年 当 中
,

我 以 第一作者的 身份在 A
-

JN R (北 美神 经放射 学杂 志 )
、
INT ERN AT 【ON

-

A耳OU R NAL OFNE UR OR AD IOLO GY (国 际 神 经

放射学杂志 )
、

RA DI OLo GY (放射学杂志 )
、

中华

医学杂志和 中华放射学杂志等国际和 国内一流

杂志上发表论文 30 余篇
,

在各种 国际学术会议

和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交流论文 20 余篇
,

获北京

市科学技术进步奖 3 项
,

北 京市卫生局科技成

果奖 13 项 以及其它各种学术奖 10 余项
。

回首往事
,

感慨万分
。

我感谢祖国的现代

化建设为我们中青年医务工作者提供 了大展身

手的舞台
。

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迅速
,

各种 医学

影像诊断设备和技术层 出不 穷
。

这些新方法 涉

及的领域广
,

技术更为复杂
,

这无疑给我们提出

了新的挑战
。

各种新技术需要应 用 于临床
,

因

此充分利 用所引进的新设备
,

不 断开发新的临

床应 用项 目
,

这是当前一个重要课题
。

此外
,

加

强工科和医科的 密切合作是加速发展我国 医学

影像学的必 由之路
。

我们 必须 勇于承担起祖国腾飞 的重任
,

争

做跨世纪的中流抵柱
,

在科技兴 国的大舞台上
,

尽展才华
,

造福炎黄子孙
,

兴我 医学
、

兴我科技
、

兴我中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