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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事

十大公益人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洪昭光教授专访

让健康知识进入寻常百姓家
▲  本报记者  宋箐

20 世纪 50 年代末，吴

英恺院士领衔揭开了我国

心血管病防治科研工作的

序幕；20 世纪 70 年代末，

吴英恺院士率先建立我国

第一个心血管病流行病学

研究室，以北京首钢和石

景山区为基地，组织了全

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 90

个城市及 208 个农村地区

高血压病的普查工作。

 实践证实，心血管病

防治工作不能局限在医院

里，需要走出医院，深入

农村、厂矿、机关等广大

人民群体中，进行现场诊

治和预防。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我跟着吴英恺院士到工厂、

农村去做心血管病流行病

学调查，期间见到了大量

慢性病患者，治疗效果都

不是很好。”这在当时从

事心血管病的洪昭光心里

埋下了一颗“科普”的种子。

他开始思索，究竟该拿这

么多患者怎么办？

20 世纪 90 年代初，洪

昭光从安贞医院副院长职位

退下来后，来到干部病房工

作。一次查房的经历，让这

颗科普的种子慢慢发了芽。

那是看似普通却又不

同寻常的一天。住着两位患

者的干部病房里，电视播放

的热闹声音似乎中和了住

院的孤寂。洪昭光例行公

事来查房，在聊天过程中，

无意间谈起了该病房中一

位做心脏搭桥患者的病因，

“你这个搭桥完全是多余

的，一天两片药就可以了，

一片药控制高血压，另一片

药控制高血脂，少喝酒、戒

烟，血压一控制就可以了。

你就是不重视预防，最后才

开胸搭桥的。”

病房里电视播放的声

音越来越小。

这位患者说，“原来是

这样造成的，我完全不了解。”

等洪昭光将患者病情

为何这般进展解释清楚了，

另一位原本专注看电视的

患者突然插话，“洪教授，

要是早听到您讲的这些就

好了。我也抽烟、喝酒。原

来控制血压，改变生活方式

就可以了，如果早知道，我

也可以避免来住院了。”

听到这些话，洪昭光

心里咯噔一下。原来很多

患者住院都并不知道自身

的“内情”。从这天开始，

洪昭光便开始了他的漫漫

科普路。医院的会议室里，

他在给患者科普讲课；到

别的医院，他在讲课；到

了外地，他还在讲课……

“我讲课的时候，下

面很多人都带着笔记本极

认真地做笔记，事后还将

我说的话做成小册子，复

印成手抄本。”洪昭光感慨，

“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医生，

都不知道患者这么渴望健

康知识，我很受教育。”

后来，这位搭桥的患

者要出院了，特意给护士

长留下电话号码，“哪天

有洪教授的讲课，请通知

我，我要过来听。”

就这样，洪昭光坚持

开展科普讲座。在他还没

有察觉的时候，“洪昭光

现象”就出现了。

有一次，洪昭光被请

到南方某省科委做科普报

告，给 800 人讲课。“我

讲完后就走了，后来她们

给我寄了一份手抄本，原

来只印了 800 份。”洪昭

光回忆说，“科委那边的

人告诉我那 800 份发下去

后， 大 家 抢 着 要， 再 印

3000 份，还是不够；再印

8000 份，还不够；再印 3

万份，还不够；最后印了

5 万份。”这个手抄本先

后传到全国各个地区，共

有 60 多个版本。

有 一 位 老 干 部， 甚

至拿着手抄本跑到《北京

晚报》说，“你们太官僚

主义了，这么好的材料，

大家都在手抄，你们报纸

都不印。”不久，晚报就

连续三天用三个整版连载

了，受到极大的关注，人

们甚至排队买晚报，所有

晚报都卖光了。

不久后，上海《解放

日报》也进行了报道。日

报 的 编 辑 来 北 京 找 到 洪

昭 光 说，“ 报 纸 一 印 刷

出来，全上海报摊都卖光

了。报纸不够，第二天再

印。”这是《解放日报》

自 解 放 后 极 少 出 现 报 纸

被抢光的现象，编辑说第

一次报纸被抢光是 20 世

纪 60 年代原子弹爆炸的

时候。

手抄本内容被刊登上

报纸是公众的需求，同时

也更加坚定了洪昭光将科

普这条路走下去的决心。

小到在菜市场买菜，

大到出差出国，洪昭光总能

被人认出来。“和读者们不

期而遇，和他们交流健康知

识，都使我非常难忘。”

至今，近 80 岁的洪昭

光还在做着科普工作。他

用好听易记、朗朗上口的

健康格言，向大众传递科

学健康知识。他的科普健

康书籍总发行量超过 500

万册，各种手抄本千万册，

创造了大众健康领域的奇

迹，掀起了席卷中国的“健

康风暴”。

坚持做科普工作，

这背后有洪昭光的担忧、

思考与远见。   

“我仔细研究过一

些数据：2000 年，中国医

疗资源消耗了 6140 亿，

占 当 年 GDP 的 6.4%；

2013 年，医疗资源消耗了

31 800 亿。一艘航母 300

亿，长江三峡水库的总费

用才 1800 亿，31 800 亿医

疗资源消耗相当于一年

花了 106 艘航母。而且

现在医疗资源消耗每年

约增加 13%，其速度超

过了 GDP 的增长。2015

年，医疗资源消耗已经

接近 4 万亿了。”洪昭

光遗憾地说。虽然现状

堪忧，但却少有人去思

考深究这个问题。

医疗花费这么大，

这 个 窟 窿 到 底 该 如 何

去补？

洪昭光指出，研究

表明，健康生活方式可

以使慢性病发病率减少

一半，而慢性病的医疗

资源消耗占医疗总消耗

的 80%。 如 果 有 1/10

的医生，或者现有的医

生愿意花其工作时间的

10%，去做科普教育工

作，那么医疗资源消耗

将可以减少一半，轻轻

松松就可以省一万多亿。

就当下国内的经济情况

来看，要在别的地方省

钱很难，医药费是一个

很好的突破口。正如习

总书记所说，要把卫生

健康事业的重点，从治

病转向防病，从医疗转

向健康。

如果说总的医疗花

费让洪昭光叹息，那么

总费用占比大的高血压

治疗花费是更是让洪昭

光感到了无奈。

在市场的作用下，

医 疗 行 为 受 到 资 本 的

影响，部分医生养成了

使用进口药物的习惯，

而 这 又 反 过 来 增 加 医

疗花费。

譬如，患者使用进

口药控制血压每天需花

费 5 元，而使用国产的

降压 0 号（复方利血平

氨苯蝶啶片），每天只

需花费 1 元就可以达到

同等的效果。在同样的

效果下，进口药物的花

费更高。

“不久前刚发布的

降压 0 号专家共识（复

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临

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

用科学的论据证明了降

压 0 号确切的降压作用，

效果明显，作用持久，

而且价格便宜。”洪昭

光强调，科学证实，降

压 0 号还可预防老年痴

呆。40 年的临床实践更

是证实了，有效药是经

得起考验的。

“降压 0 号的使用

可以为我国节省巨大的

医疗花费。”作为降压

0 号的研发者之一的洪

昭光说，0 号推而广之

可极大降低成本，提升

效益，使高血压治疗费

用由每日 5 元降至 1 元，

如果全国有 1/10 的高血

压患者，即 2500 万人治

疗高血压使用 0 号的话，

那么每天可节省 1 亿元，

每年可节省 365 亿元。

叹息也罢，无奈也

好，就算个人的力量再

渺小，洪昭光都会将科

普工作继续下去。他说，

“我会坚持到我不能再

做的那天。”

吴英恺院士曾说过，

“我开了一辈子刀，能

治好多少患者？但如果

公众都懂得预防，不得

病了，即便作为医生，

失业了，我也欣慰。”

他常常告诫医生，“高

明的医生首先是防病，

然后才是治病。医生要

把自我保健的知识教给

群众。预防是可以四两

拨千斤的 !”。对此，洪

昭光深有体会。

“预防是公共事业，

需要政府主导，需要人

人参与。”这是他内心

千百万次的呼唤，你是

否听见了！

“百岁光阴传大业，半生甲子换童颜”

是洪昭光的真实写照。如今近80岁的他依旧

腰板硬朗，精神矍铄。洪昭光说，从小爱运动，

坚持体育锻炼是他的健康秘诀。

洪昭光致力科普事业多年，记者问其为

何能从众多科普工作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如

此巨大的成功？答曰：“高科技，傻瓜化；

新观念，本土化；象牙塔，草根化；大专家，

说人话。”

他说，“你必须接地气。将卡路里、高

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组织器官等专

业词汇转换成公众都听得懂的表达。你要架

起一座桥梁通向百姓家。只有这样，科学的

健康知识才能进入百姓家。”

 “你无法想象
   患者有多么渴求健康知识”

“医药费一年花了 106 艘航母”

“你们太官僚主义了，这么好的材料，你们报纸都不印”

“我会坚持到我不能再做的那天”

20 世纪 70 年代初，洪昭光到北京东郊工厂

开展慢性病防治工作，在华罗庚教授优选法的启

发和运用下，在吴英恺教授的支持下，研制成了

北京降压 0 号。由于 0 号降压安全有效稳定，达

标率高，每天仅需服用一片，临床医生愿意处方

0 号。加之其价格便宜，服用方便，因此深受患

者的喜爱和信任。40

年来 0 号产量已从几

百万片发展到年超过

10 亿片，产品规模增

长了 100 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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