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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3 日晚，阜外建院 60 周年学术巡礼活动隆重举办。老一辈专家、国际友人、全国各地的嘉宾莅临现场，

和阜外医院的每位教职员工同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的时刻。

胡盛寿院士满怀感动与激情，宣读了他的阜外宣言。“高度的责任感、宽广的事业和高屋建瓴的构想、敢

于面对困难的精神、不拘一格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大人才观、高效的协作和推广转化，这都是前辈留下的‘精神

遗产’，这是阜外人所珍视并传承的理想。”

一位阜外医院的手术室护士，以日记的形式，通过日常的点滴，展现了阜外的精神。

 2016 中国心脏大会在京召开，阜外医院举办建院 60 年学术巡礼

讲述阜外故事  传承精神遗产  
 ▲ 本报记者  杨进刚  许奉彦 董杰 宋箐 武冬秋 赵佩

今年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建院 60 周年，在

8 月 11-14 日举行的中国心脏大会上，国家心血管病中

心、阜外医院院长、大会主席胡盛寿院士进行了题为“阜

外 60 年，回眸中国心血管病学事业的发展”的报告。

在胡盛寿院士的演讲中，我们一次次听到阜外医

院开创的“首例”“首次”“中国第一”……作为新

中国成立后第一家专门从事胸肺心血管疾病诊治的医

院，可以说，阜外医院的发展成长是中国心血管病事

业发展成长的缩影和窗口。阜外医院 60 年的发展历程

展示中国心血管事业的发展。今天，阜外医院已成为

全球最大的心血管病诊疗中心。

1944 年， 吴 英 恺 教

授完成了中国首例心外手

术——动脉导管结扎术。

从此之后，心血管外科学

就创造了很多第一，而阜

外医院始终走在中国心血

管外科的前列。

在先心病外科，胡盛

寿介绍，中国已成为世界

先心病外科治疗大国，其

中，阜外医院为 4500 例 /

年，是世界最大的先心病

外科治疗中心。

在冠心病外科，从首

例冠脉旁路移植术开始，

到 如 今 中 国 冠 心 病 外 科

数 量 稳 步 增 长， 年 死 亡

率 低 于 0.6%。 瓣 膜 外 科

同 样 势 头 良 好， 胡 盛 寿

院 士 介 绍， 当 前 中 国 瓣

膜 外 科 普 及 率 较 高， 整

体 死 亡 率 较 低， 阜 外 医

院死亡率仅为 0.7%。

在胡盛寿看来，中国

心血管外科发展史上最具

影响力的工作是中国心血

管技术协作培训中心的建

立 和 壮 大。 在 1982 年 郭

加强教授主持建立培训中

心后，就促成全国 44 家

医院新建心外科，30 家医

院心外科得以复苏，29 家

医院心外科得以重组和发

展，目前培训中心涵盖 26

个省 168 家医院。到如今，

中国心脏外科例数持续增

长，年例数愈千的心脏外

科中心已有 46 家。中国

已成为世界心血管外科发

展的主要助力。 

中国心血管影像医学

的体系构建和发展，是从阜

外医院起步的。在 20 世纪

60年代，刘玉清教授提出“X

线 - 临床 - 心电图”三结

合的影像诊断思维，之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他又提出

“大影像”的体系建设。影

像学的快速发展，也促使中

国首个心血管“杂交”手术

在 2007 年落户阜外医院，

影像和临床融为一体。

几代阜外人编撰的影

像学书籍，已成为经典，

极大推动了中国心血管影

像医学的发展。

早 在 1922 年， 就 有

学者开始进行小规模的高

血压人口调查。新中国成

立后，首届全国心脏血管

系统疾病学术报告会议也

提出将高血压病、冠心病

普查等列入“研究规划方

案”。1969 年，吴英恺院

士建立我国首个心血管病

防治区，创立了慢病防控

“首钢模式”。

为更好地开展心血管

流行病学研究，1978 年，

阜外医院成立了全国首个

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中

国流行病学的发展也很注

重与国际的密切合作交流，

如在 1979 年，中美签署了

科技合作协议，并开展了中

国首项国际化的心脑血管

病发病和危险因素的研究；

1983 年， 中 国 参 加 WHO

的 2000 万人群心血管病研

究（莫尼卡方案）。由此，

积累了大量中国人群心血

管流行病学数据。

从 1986 年， 刘 力 生

教授主持中国首个心血管

病循证医学研究“老年收

缩压高血压试验”开始，

到目前中国大规模多中心

临床研究在世界舞台上逐

渐 崭 露 头 角。 在 2004 年

成立的阜外 - 牛津心血管

疾病研究中心，到目前已

经承担国际项目 30 项，

均成为中国循证医学研究

新标杆。

谈 到 中 国 心 血 管 医

学研究，胡盛寿介绍说，

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国外

受训的学者回国，迎来了

中国心血管医学研究的春

天。一批心血管病领域的

国家、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相继成立。2011 年，心血

管病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

落户阜外。

中国政府对心血管基

础研究的资助金额在过去

十年内增长 15 倍，发表的

论文数占全球心血管病论

文总数 10%，十年内提高

5 倍。中国心血管医学论

文数量十五年内增6.4倍，

远高于同期中国论文平均

增长率（3.5 倍），其中“高

血压”“动脉粥样硬化”

和“先心病”领域论文数

量已跃居全球第二。

当前，心血管病已成

为中国首要疾病负担，中

国心血管医学面临着心血

管死亡率居高不下，医疗

水平地区发展不平衡、国

民健康意识有待提高、缺

乏基于中国人群原创研究

等诸多严峻挑战。

胡盛寿指出，未来要

重 塑 医 学 和 健 康 管 理 模

式，构建学习型的心血管

疾病医学中心：前移预防

关口，产生高质量循证证

据影响政策，优化临床质

量，创新诊疗技术，培训

专业人员，汇聚全球英才。

展 望 下 一 个 10 年，

胡盛寿说，“要把阜外医

院办成全国第一和世界有

名的医院”。

白手起家   艰苦创业

中国已成为世界心血管外科发展的主要助力

重开甲子  再创辉煌  阜外建院 60 周年学术巡礼

阜 外 60 年， 铭 记 下

中国几代胸肺心血管疾病

创业者的足迹。 一代代精

英不仅缔造了阜外，更铸

就了“阜外精神”。

从 董 承 琅， 黄 宛，

于 维 汉， 孙 瑞 龙 …… 一

个 个 熟 悉 的 名 字 开 始，

胡 盛 寿 介 绍 了 众 专 家 在

心血管内科领域的探索、

奋斗。

60 年有无数个印记：

第 一 次 高 血 压 普 查； 首

次提出“大动脉炎”概念；

开 展 中 国 高 血 压 循 证 医

学 临 床 研 究， 学 科 带 头

人 刘 力 生 教 授 当 选 世 界

高 血 压 联 盟 主 席； 各 类

中 国 心 血 管 病 学 学 会 和

杂 志 的 蓬 勃 发 展； 原 创

介 入 新 器 械 和 新 技 术 走

向世界……

胡盛寿在回顾中国心

血管内科发展时感慨，这

60 年可谓白手起家，艰苦

创业。这些努力，最终奠

定了中国心血管专业的坚

实基础。

大影像体系已建成

循证医学研究崭露头角

中国心血管医学研究从量到质

重塑医学和健康管理模式

胡盛寿 院士

胡盛寿院士宣读阜外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