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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妇儿医院儿科医生佟建宁、徐升

玩转抖音 教宝爸宝妈变“急救侠”

近期，视频博主李子柒回归网络的消息引发大众关注。其实，即使不是这类火遍海内外的头部博主，在我们的
身边，也有许多不同身份、职业的人，默默在网络时代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丰富的素材，将科学、美好、共通的内
容分享出来，作为“网络红人”或传递知识或注重科普而引发共鸣，让网友直呼“涨知识、看得爽”。

临床实践成为题材来源

今年是徐升做抖音博主的第四年，作
为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小儿普外科主治医
师，徐升在临床工作中每天都会遇到因为
各种问题而忧心忡忡的家长，而他们的疑
虑大多具有“共性”。这让徐升想到，如果
可以通过短视频介绍一些儿童常见疾病的
基础知识，一方面可以减少家长的担心与
焦虑，不用因为一些小事就跑来医院，另一
方面也可以给还没遇到这些情况的家长提
个醒，做到防患于未然。

抱着这样的心态，2021年2月，徐升建
立了自己的抖音号——“儿外科医生徐
升”。3 年多来，徐升发布了 1000 多条视
频，获赞 179 万次，粉丝量 19.4 万人，成了
不少宝爸宝妈们在抖音上的“医生人脉”。

徐升账号中置顶的“巴克利球”视频是
他传播度最高的作品了。“今天我们接诊了
一名2岁的小朋友，孩子误食了3颗巴克利
球以及1颗螺丝钉，经过探查发现它们已经
吸附在一起，造成肠管穿孔和坏死……我倡
议通过大家的转发，让更多人意识到巴克利
球的危害。”这条视频目前已有87.8万次的
点赞数，评论数 3.8万条，不少家长在评论
里分享自己的经历与看法。“巴克利球就是
我们俗称的磁力球，当时我们连续接诊了
两个因误食巴克利球导致肠穿孔的小患
者。我在网上搜了搜，发现这种情况还真
不少，所以在做完手术下班回家的路上，我
就举着手机录下了这段视频，希望给广大家
长提个醒，避免出现类似情况。”徐升说。

临床实践是徐升做视频最主要的选题
来源。“市妇儿医院每天庞大的接诊量给我
提供了大量素材，我在门诊上遇到觉得有
必要提醒大家的问题就会记下来，平日里也
会看看热搜，找找近期和儿科相关的热点话
题拿出来给大家讲讲。”翻看徐升账号里的
1000多条视频，记者发现其中大部分是徐升
在上下班路上完成的，场景十分生活化。

“儿科的临床工作比较忙碌，我除了门
诊和手术外，还有一些科研工作，所以这些
视频都是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录制和剪辑
的。”徐升说，“想到一个话题后，我会先查
阅文献和资料，把自己想要讲述的内容梳
理一下，录制之前打一个腹稿，然后录两三
遍，选择其中最好的一段剪辑发布。”徐升
坦言，早期因为不会剪辑，内容基本就是随
拍随发，后来发现画面质量以及音乐、字幕
对于视频的传播有很大帮助，便自己琢磨
着学了些简单的视频制作技术。

科普视频缓解家长焦虑

“大家好，我是青岛妇女儿童医院的儿
科医生佟建宁……”2021年 4月 1日，市妇
女儿童医院感染消化科主任医师佟建宁通
过“儿科医生佟建宁”这一账号正式发布了
自己的第一条抖音视频。

“在临床工作中，很多小朋友有生长发

育以及消化系统的常见问题，我希望通过抖
音视频的方式给大家进行科普，一旦新手爸
妈们发现问题，可以在家进行初步解决……
缓解大家的焦虑情绪，希望在儿童抚养及喂
养过程中给予大家一些帮助。”佟建宁在第
一条视频中，直接明了地向观众阐述了自己
做视频的初衷。

佟建宁的账号共发布作品108个，累计
获赞39.3万次，粉丝数量达14.3万人。“发烧
的居家护理”“湿疹的原因”“牛奶蛋白过敏注
意什么”“手足口病的预防”……每一条视频
内容都与儿童日常护理息息相关。“点赞量最
高的一条达到了4万多次，是与儿童支气管炎
有关的，其他高赞视频包括过敏、消化、发烧
等相关话题。”佟建宁告诉记者，这些大部分
是新手爸妈关注的热点问题，所以视频发出
后很快就收获了不少家长粉丝。

“疫情期间，许多家长不方便带孩子来医
院，但是他们有很多问题着急咨询，我就觉
得，对于这些家长普遍会遇到的问题，应该有
一个渠道让他们在家也可以快速了解到，所
以我就动了拍抖音视频的念头。”佟建宁说。

与徐升不同的是，佟建宁的视频以录制
门诊接诊日常为主，“在征求患者及其家属
同意的前提下，我把接诊的全过程录制下
来，后期把其中一些家长比较关心、比较普
遍的内容剪辑出来进行发布。”在佟建宁看
来，这种案例分析的形式更加具有可信性，
可以供一些有相似情况的儿童家长参考。

不少患者是抖音“粉丝”

在门诊中，不乏向徐升和佟建宁提及
“看了你的视频过来的”“我是你的粉丝”的
患者。“除了青岛本地的，还有从甘肃、青海
等地过来找我看病的小患者，家长都说是看
了我的视频过来的。”佟建宁说。“之前接诊
时，遇到了几位家长说，是小朋友刷到我的
视频后说‘要找徐叔叔看病’，才来挂的我的
号。”徐升说，“有时候我在小区遛娃，也会遇
到看过我视频的家长过来咨询问题。目前
看来，抖音带给我的更多是正向的影响和回
馈，让我收获了许多善意与支持，认识了很
多新朋友。”

“继续保持自己的状态与热情。”谈及接
下来在短视频方面的打算，徐升这样说，“不
断学习，不断完善我所科普的内容，同时不
仅仅局限于短视频这一个抓手，还想把我的
科普公众号再次利用起来。现在年轻家长
的育儿方式趋于精细化，同时也有着自己的
思考与理解，有些问题在短视频中三言两语
未必能解释得那么透彻，这就需要通过文字
的方式，让大家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最近一年，佟建宁的视频更新速度明显
慢了下来。“今年确实没有太多时间兼顾短视
频了，本职工作还是临床方面，视频的录制、
剪辑比较牵扯精力。”不过佟建宁说，自己会
把科普视频继续做下去，“可能过一段时间，
等到不那么忙的时候，会再进行视频的发布
和更新，继续创作有价值的医学内容，通过自
己的力量让更多人受益于科学的健康知识。”

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大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丰富起来，越来越多的医疗健
康科普短视频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这些跳出文字、走进屏幕的医学知识，通过医生博
主们不同形式的讲述，让大家在几十秒间便收获许多。在青岛，也有这样一群跨界当博
主的医生们，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讲解专业知识，“干货满满”“学到了”“get 了新知
识”……在他们的视频评论区里，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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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佟建宁、徐升
身份：市妇儿医院儿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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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科普视频不等于“看病”
让公众从视频中学到医疗知识、提高健康素养，乃至

实现“治未病”，或许是所有医生做医疗科普视频的初衷。
短视频的快速传播，让佟建宁的账号在短时间内吸引

了大量新手爸妈的关注，这也让她意识到科普的重要性以
及大家对健康知识的渴求。“许多网友在评论中提到了自
家宝宝的症状，希望我帮忙解答，但是对于这些问题我很
谨慎，因为我坚信疾病的诊断应是‘个体化’的。”佟建宁
说，“抖音是用来做科普宣传的，不是用来看病的。大家可
以通过视频汲取医疗知识，觉得自家孩子的症状和视频中
的某一病例比较相似，从而进行一个初步判断，有一个大
概方向，知道自己可以去什么科室看诊，我觉得达到这个
目的就可以了。”

佟建宁认为，医疗科普视频能够帮助大众了解医学知
识、增强健康意识、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同时能减少因信息
不对称导致的误解和恐慌，但是具体的诊断治疗一定要在
线下，“因为最终的判断需要临床症状、体征，以及检查结果
等多方面的结论进行支持，需要综合起来去做诊断。”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文超 受访者供图

创作有价值的医学内容，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受
益于科学的健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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