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陈惠 刘则伯）4 月 16 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浙

大二院”）发布讣告：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学科带头人，浙江大学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沈华浩

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中午 12 时在浙大二院逝世，享年 61 周岁。

我国著名呼吸病学学家沈华浩教授离世

他用生命热爱哮喘防治事业

噩 耗 传 来， 令 呼 吸

学界悲痛不已。作为《医

师 报》 编 委 会 副 总 编，

就 在 逝 世 的 前 两 天， 沈

华浩还在与报社领导沟

通世界哮喘日宣传相关

事宜。

沈 华 浩 是 我 国 著 名

的呼吸病学学术带头人之

一，近 40 年来一直致力

于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以及肺部感染、肺部肿

瘤等的分子发病机制和防

治研究。他首次揭示了嗜

酸粒细胞和哮喘之间的因

果关系，破解了 140 年来

的国际难题。

 沈华浩于 2016 年底

确诊前列腺癌，八年间，

他接受了三次手术、八次

化疗、三次全程放疗。每

次手术方案都由他本人参

与，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

的病痛和煎熬，但他仍以

乐观积极的心态应对，常

在家人和学生面前调侃

“肿瘤君”。

在钟南山院士的回忆

中，沈华浩亦是坚强且勇

敢的，“每次我们通话时，

他总是乐呵呵的。在讨论

对病情的处理后，大部分

的时间还是和我讨论学术

上的问题。”钟南山院士

在悼文中写道：“沈华浩

对事业的追求、对生活的

乐观、对困难的坦然、对

同事的热情、对患者的亲

切……他是我现实学习的

榜样：怎样做人、怎样做

事、怎样生活在追求的理

想中！”

临 终 前， 沈 华 浩 最

放心不下的就是浙大二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的 临 床、 科 研 以 及 科 室

的 发 展。 在 逝 世 前 的 几

天， 他 把 团 队 成 员 一 个

个 叫 到 身 边， 认 真 安

排下一步的研究工

作计划。

沈 华 浩 的

亲属表示，沈华

浩一生中最大的乐

趣就是帮助别人，在他

短暂的一生中，帮助了很

多人，亲人、学生、患者

乃至陌生人。他乐观、真

诚、乐于助人，像太阳一

样温暖了身边的人。

科室副主

任李雯教授表

示，未来会更加

乐观、更加团结、

更加努力、更加

坚强，传承   沈老

师严谨治学、勤奋

进取之精神，为

中 国 呼 吸 事

业 的 发 展

尽 绵 薄

之力！

突然接到华浩离开了

我们的消息，我一夜辗转

难 眠， 一 闭 上 眼， 那 个

有 朝 气、 有 热 气、 有 生

气、 又 和 气、 一 脸 笑 容

的华浩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多次黯然泪下！

我 带 过 一 千 余 名 学

生， 与 三 千 余 名 同 道 共

事，华浩在他不长的一生

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华浩对同事的热情宽

容。 几 乎 所 有 和 他 相 处

的 学 生 和 同 事， 都 深 深

感受到华浩对他们工作

和生活上的帮助及支持。

我们研究所内不少年轻

医 生 和 技 术 员， 只 要 与

华 浩 接 触 过 的， 都 感 受

到他的温暖和支持。

华浩对患者的亲切。

我不止一次在网上看到

一 些 患 者， 特 别 是 患 胸

闷 变 异 性 哮 喘， 走 了 多

家医院都不能解决问题

的 患 者， 在 他 的 亲 切 关

怀和精准治疗的措施下，

恢复正常生活，这些患者

发自内心感恩华浩的爱

心。我还记得 21 年前的

非典以及过去三年的新

冠，华浩在对浙江以至全

国患者的救治中，起到重

要的作用。不要忘记过去

这 三 年， 正 是 华 浩 和 病

魔进行艰苦斗争的三年，

但他还是将主要时间放

在 新 冠 的 防 控 上！ 这 是

什么样的爱心！

华浩对挫折的坦然。

我们相处已经 31 年了，

他的进取及实干精神一

直 感 染 着 我， 应 该 对 他

的事业发展给予更多的

支 持， 但 在 现 实 中 总 会

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如意，

华 浩 并 未 过 于 在 意， 只

是 说 自 己 做 得 不 够， 要

更加努力。

华浩对事业的追求、

对 生 活 的 乐 观、 对 困 难

的坦然、对同事的热情、

对患者的亲切，这对我这

样一个早已进入耄耋之

年的老学者来说，他是我

现 实 学 习 的 榜 样： 怎 样

做 人、 怎 样 做 事、 怎 样

生活在追求的理想中！

斯 人 已 逝， 生 者 如

斯。 我 和 我 的 同 事 们 要

跟随曾在我们身边的华

浩教授这个榜样的道路

一心向前！

我们永远怀念你！

沈华浩于 2008 年获国

家杰青和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是我国呼吸领域第一位

同时获得杰青和长江的医学

家，从医以来一直致力呼吸

学科相关疾病的工作，在哮

喘临床 - 基础 - 转化研究

领域均取得突破。

发现并命名“胸闷变

异性哮喘”  沈华浩在国际

上首次命名胸闷变异性哮

喘这一全新哮喘类型，并

提出诊断标准。胸闷变异

性哮喘成为了国际医学界

的“中国制造”及中国呼

吸领域的里程碑。胸闷变

异性哮喘已写入《内科学》

《呼吸病学》《实用内科学》

等 19 本国家规划教材和医

学权威工具书，收录进《哮

喘防治指南》《肺功能检

查指南》等 6 部指南或专

家共识。

创 立 哮 喘 嗜 酸 粒 细

胞气道炎症发病机制新理

论  自 19 世纪发现哮喘患

者存在嗜酸粒细胞增高现

象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其

作用一直存在争议。沈华

浩教授首先突破嗜酸粒细

胞体外标记瓶颈，通过细

胞过继等方法揭示其可直

接引起哮喘发病，破解了

140 年来的国际难题，并被

Science 2004 研究验证，为

靶向嗜酸粒细胞治疗哮喘

的药物研发奠定了重要理

论基础。

提 升 哮 喘 诊 疗 能 力  

沈华浩是最早开展哮喘诊

断金标准的气道激发实验

的研究者之一。合作开发

哮喘过敏原检测新技术，

获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应用于全国 500 余家医院，

打破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他还牵头制订了《中国哮

喘指南》《轻度支气管哮

喘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

识》及《胸闷变异性哮喘

诊治中国专家共识》，作

为中国唯一代表参加制订

国际重症哮喘指南，联合

开展全国哮喘流调，引领

我国哮喘研究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推动了国际学术

界对哮喘的认知。

中国目前的目标首先是
尽最大程度减少哮喘的急性
发作，其次努力实现“哮喘
零死亡”目标。

医生要“临床 - 科研”
两条腿走路。掌握科研思维
的方式，有刨根问底的探索
精神，就会在日常工作中体
会到每个现象、每名患者都
是有研究价值的。

做一个对父母孝、对老
师敬、对朋友忠、对社会有
贡献的人。

 
     医生除了要尽心为患者
治疗之外，一定要有对本
专业领域的新事物、新现
象有探索的精神，利用
自己有限的能力创造更
大的价值。

——沈华浩

2006 年哮喘年会上，沈华浩（右）与钟南山院士一起评审壁报2006 年哮喘年会上，沈华浩（右）与钟南山院士一起评审壁报

沈华浩教授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沈华浩教授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痛悼我的学生  更是挚友
▲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

三大成就三大成就
铸一生追求铸一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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