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幕式上举办了《醉

心 医 海 —— 北 京 协 和 医

院 陈 德 昌 回 忆 录》 新 书

发 布 仪 式， 北 京 协 和 医

院 隆 云 教 授 带 头 朗 诵 的

一段段情真意切的话语，

带 我 们 走 进 了 陈 德 昌 教

授 的 人 生 之 旅， 这 段 跨

越 90 年的生命画卷瑰丽

多彩。

从潘家绮教授真挚的

讲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位

医学教育家，如何以非凡

的智慧和勇气，用精湛的

医术和仁爱之心书写了一

部 部 生 命 赞 歌， 如 何 传

承恩师前辈的智慧薪火，

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医学英

才的崇高情怀。“这本书

不仅是对德昌一生经历的

回顾与致敬，更是为了传

承和荣耀德昌身上的那种

不畏艰巨，勇于担当的精

神，使他所敬奉的做人做

事，做学问，尽心尽力尽

责任的格言能够得以发挥

光大。我希望重症医学的

青年医师们能够从中吸取

力量，愿你们在未来的职

业 生 涯 中 能 够 像 德 昌 一

样，在医学的海洋中劈波

斩浪，勇往直前，用你们

的智慧和勇气写出属于自

己的辉煌篇章，为重症医

学乃至人类健康事业贡献

力量。”前辈激励的话语

拂过了每个人的心灵，在

会场久久回荡。

今日的重症医师们将

传承先辈精神，扛起发展

重症医学事业的大旗，乘

风破浪，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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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届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年会暨中国危重病医学大会 2024 召开

传承先辈精神   以协同谋发展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黄玲玲）“江

南春意浓，水乡育英才……重症初接触，心

中志向立……1982 春雷一声，协和首立 ICU

创建生命守护站，2 名医生，一张病床开创

新科室……雪域高原领队援藏，非典肆虐，

杏林斗士临危受命，古稀之年力挽狂澜。”

随着一把沙子簌簌落下，中国重症医学的开

拓者、缔造者和奠基人，北京协和医院陈德

昌教授的一生在沙画的变换中重新展现。

播撒重症医学火种 指引后辈砥砺前行

以医疗质量为核心 不断夯实重症医学发展基础

跳出思维定势 从跨界中汲取重症医学发展灵感
“德昌的一生是奋斗

的一生，也是奉献的一

生，他不仅为我国重症医

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鞠躬尽瘁，取得了卓越的

成就，还培养了一大批优

秀的学生，有了志同道合

的战友，他们如同星星之

火，将重症医学的火种播

散在每一个角落，让重症

医学在祖国医学大地上

绽放出灿烂的光芒。”在

陈德昌夫人潘家绮教授

情真意切的诉说中，我们

似乎看到了第一代重症

人奋勇拼搏的身影。

这个感人的场景发生

在第 15 届中国医师协会

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年会

暨中国危重病医学大会

（CCCC2024）上，重症

老前辈执着无我、大医精

诚的医者精神引领着无

数后辈们砥砺前行。

9 月 1 3 ~ 1 5 日 ，

CCCC2024在长沙召开。

大会以协同发展为主题，

旨在从学科建设、立柱架

梁、人才培养、拔尖创新、

临床诊疗规范同质、科学

研究创新突破等方面共

商共建、务实合作，促进

重症学科在更广范围、更

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协同

创新、协同发展，“相知

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

政司邢若齐副司长表示，

《关于加强重症医学医

疗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

的印发鼓舞了广大重症

医 师 们，“ 希 望 在 杜 斌

会长的领导下，大家能

以医疗质量安全为核心，

进一步夯实重症医学发

展 基 础。” 通 过 完 善 教

育体系，优化培训制度，

拓宽国际视野等方式，

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重

症医学专业人才，并建

立重症医学专业轮训制

度，使一批其他专科医

师具备重症医学临床技

术能力，成为重症医学

专业人才储备，助力建

成重症医学医疗服务体

系，为建成健康中国作

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医师协会史盛

丰副会长指 出，《 关 于

加强重症医学医疗服务

能力建设的意见》提出

持续完善重症医学医疗

服务网络、着力加强重

症医学专科能力建设等

内容，为我国重症医疗

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同时也对重症医学科全

体人员提出了新的更高

的 要 求。“ 希 望 大 家 紧

紧围绕协同发展会议主

题，深入研讨我国重症

医学发展现状面临的问

题和挑战，特别要深入

研究探讨重症医学人才

培养和队伍建设问题。”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张

幼怡理事长表示，多年

来，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

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与

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

医师分会一直精诚合作、

互相扶持、联合办会，为

我国重症医学领域的医

生和科研工作者们搭建

了高效的交流平台。中国

危重病医学大会已经成

为重症医学领域的标志

性大会，对学科建设起到

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期待本届年会能在学科

建设、医疗技术、人才培

养、科研教学等方面提供

更加精准个性化，具有可

操作性的指导，助力重症

学科实现全方位的提升，

展现中国危重医学的努

力与成就。

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

学医师分会会长、北京协

和医院副院长杜斌教授指

出，自 2009 年创立，分会

克服了重重困难，从无到

有，从弱到强。每次年会

不仅是展示学科发展的重

要平台，也是检验分会工

作的重要场所。“为了让

大家开拓视野，为重症医

学科的发展拓展新的思路，

今年我们邀请了很多其他

学科的专家授课，希望重

症医学的同道们不要仅将

眼光盯在重症医学本身上，

还要看到临床上其他兄弟

学科的进步，例如器官移

植、脑机接口、基因治疗，

人工智能。”他希望此次

年会能让大家不虚此行，

在多个学科的进步中增长

见识，强大自身。

湖南省医学会、湖南

省医师协会陈小春会长表

示，分会此次通过组织开

展高质量的学术会议，有

效融合了国内外不同区域，

不同学科之间的优秀成果，

提质增效，创新引领，有

效推动了医学的传承和发

展。重症医学的发展已进

入了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

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

关键十年。“我们要坚持

合与创新，建立有效的发

展体系，为社会提供越来

越专业、优质的重症服务，

助 力 健 康 中 国 事 业 的 发

展。”

中南大学常务副校长

陈翔教授指出，本次会议

是重症医师们与基础医学

科学家的一次大聚会。“医

疗是今天，教育是明天，

科技是后天。”他强调，

基础与临床的融合至关重

要，在多位前辈的带领下，

湘雅重症取得了一定的发

展，但仍存在一定的提升

空间，愿大家未来能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

长雷光华教授表示，重症

医学在临床医疗领域中占

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为

促进该院重症学科的进一

步发展，建院已有 118 年

历史的湘雅医院成立了重

症医学中心，目前形成了

以中心 ICU 为龙头、专科

ICU 为支持的重症医学中

心现有床位 254 张，在医

院整体发展规划下，正在

进行 ICU 的同质化管理和

建设。本次会议以协同创

新为主题，将不断促进多

学科交叉融合。“相信会

议将对湘雅医院重症学科

发展起到着极大的促进和

推动作用。”

开幕式由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张丽娜

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

症医学科尹万红教授主持。

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赵继宗院士与中国科学院院

士、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窦科峰院士等专家就《脑机

接口》《 异种器官移植》 内

容进行了分享。学术讲座环

节由贵黔国际总医院马朋

林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吕奔教授等专家主持。

十二个分会场及优秀论

文、壁报、病例交流，共计

48 个场次学术讨论轮番上

场，为所有参会者共享了一

场精彩非常的学术盛宴。

会议由中国医师协会、

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

分会、中国病理生理学会、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

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湖南省

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承办。

醉心医海   医者精神永存

赵继宗 院士赵继宗 院士邢若齐 副司长邢若齐 副司长张幼怡 理事长张幼怡 理事长陈小春 会长陈小春 会长 窦科峰 院士窦科峰 院士

开幕式现场开幕式现场

史盛丰 副会长史盛丰 副会长杜斌 教授杜斌 教授 陈翔 教授陈翔 教授雷光华 教授雷光华 教授

左起 张丽娜教授、余跃天教授、潘家绮教授、隆云教授、左起 张丽娜教授、余跃天教授、潘家绮教授、隆云教授、

尹万红教授尹万红教授

（按发言顺序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