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教授在国外工作期间

及回国后，进行了大量研究工

作，以第一作者发表文章 100

余篇 , 其中包括《美国心脏病

学 杂 志》（JACC）、《 欧 洲

心脏起搏和电生理杂志》等权

威专业杂志。

华教授告诉记者，这项

研究调查了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1000 多例心肌梗死后射血分

数低下患者，为国内最大系列

研究，对于指导我国患者一级

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做科研是一项非常繁琐的

工作，在这项调查中，华教授

认为，最大的困难来自随访，

所有受试者均进行了冠状动脉

造影以及随访，这在其他研究

中很难做到。

另一个较大的困难来自文

章的发表。华教授说，这项研

究的所有随访工作于 2009 年

完成，2010 年完成稿件撰写，

研究的发表经历了很多波折。

本希望能够在影响因子更高的

《循环》等杂志上发表，但经

过反复修改，还是未能如愿以

偿。文章最终能够发表在 Heart

杂志，也是一件令华教授及科

研团队感到欣慰的事情。

其实，多年来，华教授做

了很多猝死相关工作。此前，

华教授等人进行的中国最新心

脏性猝死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

表在 JACC 杂志上。根据华伟

等人的调查，我国心脏性猝死

发生率为 41.84 例 /10 万人，

若以我国 13 亿人口推算，每

年心脏性猝死总人数高达 54.4

万例，位居全球各国之首。

谈到进行猝死相关调查和

研究的初衷，华教授说：“我

们目睹了很多人英年早逝，如

马季、侯耀文等明星，张普柱、

丁易等医生同行，以及多名公

司高管……灿烂生命的流逝，

让人扼腕叹息。但有多少人想

过他们离去背后的事实：心脏

性猝死？为此，我们想引起公

众对这种疾病的重视。” 

以冠心病为首的心脏性猝

死在美国曾被称为“男性第一

杀手”和“女性第三杀手”。

美国很早便有专门的医疗部门

开始做心脏性猝死的流行病调

查。而我国一直缺乏这样的数

据，对该病的认识还很不足。

华教授说：“中国最新心

脏性猝死流行病学调查开展，

是个艰辛的过程。由于经费有

限，调查组只能选取具有代表

性的几个地区，北京、广州、

新疆、山西分别代表北方、南

方、西部、中部，同时也代表

城市、农村、发达地区和不发

达地区。调查组找到医疗部门

和派出所，收集当地的全部死

亡档案，统计出所有因心血管

病死亡的人数，专业人员再根

据这些报告，筛查其中的心脏

性猝死案例。”

 展望 2015 年，华教授希

望能够探索更广阔的科研领

域。同时，希望这些科研工作

最终能够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重

视，让更多人的健康得到保障，

华教授认为，这才是科研真正

的意义。

叹息灿烂生命流逝
▲本报记者  董杰

做研究不能一头热
▲本报记者  董杰

 2014 年，“十二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迎

来重要一年，在多省市继

续推进。来自普通百姓的

信任、支持与感激，带给

王教授别样的感动。

华教授希望能够继续

做好科研，探索更广阔的

领域。同时，希望这些科

研工作最终能够引起社会

和政府的重视，让更多人

的健康得到保障，华教授

认为，这才是科研真正的

意义。

华伟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2014 年，无论对于国家

心血管病中心王增武教授个

人，还是王教授所在课题组来

说，都是收获颇丰的一年。

这一年，其领衔的“十二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迎来重

要一年，在多省市继续推进。

这一年，来自普通百姓的

信任、支持与感激，带给王教

授别样的感动与思索。

这项规模庞大的调查，对

组织、协调工作要求非常高，

如何在人力、财力有限的情况

下，按时高质量完成任务，是

课题组面临的一大挑战。

“最开始我们认为，这项

调查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又

能为百姓提供多项免费检查，

还有专家现场指导，本以为百

姓会较配合，没想却门可罗雀。”

这令王教授很意外，捧着一颗

热心来，却吃了“闭门羹”。

“痛定思痛”，课题组找

出了原因：一方面，此次调查

对象是普通居民，而非患者，

他们往往认为自己很健康，没

必要做检查；另一方面，他们

多有工作在身，无法参与调查。

这让王教授意识到，做工作不

能一边热，不能仅仅学者有激

情，也要让百姓感兴趣，才能

得到配合。基于这样的经验和

教训，课题组加大宣传，并通

过地方行政部门、医疗机构提

前做工作，将百姓组织起来。

“谋事在人”，在改变工

作方法后，收效果然大有改观。

“百姓更是口口相传，帮助我

们完成调查。”王教授说。

除调查既定项目外，课题

组还对百姓本身的疾病进行指

导。王教授想到，平日里出门

诊时，一些患者刻意停服降压

药，原因是有人担心影响抽血，

更多的人是“想看看血压是否

正常”。可以看出，患者对高

血压防治知识是多么欠缺。王

教授意识到，不仅要宏观上了

解高血压的防治现状，针对患

者的健康教育也不可放松。

社区调查以老年人为主，

但为了保证年轻人覆盖率，课

题组特意挑选节假日、下班后

进行调查，甚至深入学校和工

厂。“记得在陕西汉中，工人

们害怕查出职业病，不愿配合。

经过不断解释，所查为心血管

相关疾病，方才同意。”王教

授说，在工厂的调查出师不利。   

工人要做工作，为了配合

工人的时间，调查安排在休息

和午饭时间。“进行调查要符

合调查对象的身份和环境等。

“王教授总结。

回首这一年的调查工作，

或为艳阳，或为阴雨。

犹记得，调查中各省负责

人的支持与担当，甚至提供经

费支持；犹记得，一位老人吃

过饭来测量，但由于抽血需空

腹，次日又欣然空腹来测量；

犹记得，有些百姓，冒着严寒，

走几公里的路前来调查。

 2014 年，时光已然流逝，

一路走来，那些满怀期待的、

亦或不期而至的，都已远去。

这段路走得蹒跚、走得艰辛。

但用心去耕耘，最终得到的，

就不仅是工作的完成，还有

人们的真心、爱戴，与一路

的感动。

2015 年，是项目的收官

之年，全部现场工作有望在今

年全部结束，王教授希望可以

向国家、社会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恩泽百姓。

▲

▲

王增武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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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特刊

王增武教授（左五）至课题现场调研

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承担我国首次

重要心血管病的患病率调查。此次调查以高血压为主，还

包括冠心病、血脂异常、糖尿病等。调查对于明确我国高

血压流行现状及变化趋势的意义不言而喻，也将为国家制

定卫生政策和卫生工作重点提供翔实、科学的依据。这项

调查的整体设计已于2014年发表在《国际心脏病学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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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律失常中心华伟教授

等在《心脏》（Heart）杂志发表研究显示，我国心肌梗死后

左室射血分数≤ 35% 的患者，在不安装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

器的情况下，3 年后心脏性猝死发生率为 5%，全因死亡率为

7.4%，而血运重建及规范用药可降低心脏性猝死风险。

2014 年华伟教授（右二）在迪庆州人民医院带教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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