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陈惠 蔡增蕊）4月27日，重庆医科大学创校先驱王鸣岐教授仙逝，享年100岁。
百年风雨，世纪华章；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王鸣岐教授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付出了毕

生精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王老的离世，我们致以沉痛的悼念和深切的缅怀！
王鸣岐教授是我国著名呼吸病专家、重庆医科大学创校前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重

医附一院”）肺科创始人，是我国杰出医学家、教育家。
1921 年，他出生于浙江镇海，与中国共产党同岁。194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后就职于上海医学院附属中

山医院及华山医院。1958年，他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举家西迁重庆，与400余名上医先贤一起，在一片废墟之
上始创重庆医科大学、重医附一院、重医附一院肺科（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填补了我国西南地区呼吸学科
的空白。历任重医附一院肺科主任、重医附二院副院长、重医附一院副院长、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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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我跟着老师王

鸣岐教授离开上海，西迁至重

庆，开始创建重医附一院。当

年，我们刚到重庆就赶上灾荒，

粮食根本不够吃，我们就吃树

叶和馒头，喝青菜汤。虽然条

件十分艰苦，但谁都没有怨言，

始终用乐观的革命精神投入到

医院建设中。”重医附一院老

院长王福荣回忆。

20 世纪 50 年代的重庆饱经

战争洗礼，百废待兴，其中最

紧迫的工作之一就是重建重庆

的医疗卫生体系。在遥远的黄

浦江畔，原上海第一医学院（现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附属医

院（上医附院）发出号召，动

员医务人员西迁，支援重庆的

医疗卫生建设。

离开繁华的上海滩，远赴

西南山城，生活条件更艰苦，

工资还要打折扣……诸多困难

横亘在西迁之路上。出于意料

的是，上医附院的一批“中坚

力量”挺身而出，主动响应西

迁号召，其中就包括王鸣岐。

王福荣说：“当时我刚刚

大学毕业不久，正在王鸣岐老

师指导下工作。我们年轻医生

刚开始还想‘讨价还价’，但

看到老师们拖家带口来重庆，

我们二话不说就跟着来了。”

就这样，400 余名上医附院的医

生，携着家眷，带着图书、医

学材料，浩浩荡荡溯江而上，

来到了山城重庆。

现实比他们想象的更艰难。

他们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下船后，

发现从码头到院址，连路都没

有。好不容易翻山来到院址，

发现所谓的院址，原来是郊区

的一片田地，旁边甚至还有坟

堆……安顿好后，他们立即与

当地政府沟通，着手盖楼建院，

招收医学生，开展医疗工作。

当时的工作条件艰苦得很，

他们不仅要下农村做医疗，还要

种地劳动。农民穷得家里只有一

张床，吃饭连盐都买不起。起初，

他们十分不适应，吃饭时就偷偷

在嘴里放一颗糖，否则连饭都咽

不下去！但正是深入农村的曲

折经历，使他们切身体会到农村

医疗条件的落后，感受到农民对

医疗服务的迫切需求，因此更坚

定了扎根重庆的信念。

这一批上医附院的专家们

带来了成熟的教学和临床工作模

式，因此建院工作很快开展起来。

1958年8月，重医附一院肺科（现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创建，成

为国内最早有独立建制的呼吸学

科之一，首任科主任就是王鸣岐。

据许大立先生文章《王鸣岐：

倾尽心血为苍生》记载：当时的

肺科仅有 20 张床位，5 位医生

和 1 名护士长，在一个由砖头临

时砌起来的非常简陋的病房里开

展工作。

肺科初建，百事待兴。20

世纪 50 年代肺结核流行，为了

研究肺结核，王鸣岐就去邻近的

建设机床厂医院借了一台 35 毫

安的小型 X 光机，下班后打着

手电筒到鹅公岩一带去搞肺病普

查，结果 14% 的受检人被检查

出不正常。因没有这么多病床，

就创立“地段自办疗养室”。经

过一段时间治疗，大部分患者都

痊愈或减轻，并为地段培养了医

务人员，只有少数严重的患者收

治在重医肺科病房。

有了简陋的设备还不行，

因为医院的患者较少也不具代表

性，王鸣岐常常带着青年医生吴

亚梅跑到人群聚集地，乃至跑到

长江边上的鹅公岩，到处搜集地

上的痰液，看见痰迹就像看见宝

贝一样，趴在地上做成标本带回

医院化验，以取得相关医学数据。

最终，重庆地区的肺结核

得以控制，“一人肺痨，全家遭

殃”“无法医治，只能等死”的

谬传才得以匡正，从而树立了“预

防为主、尽早诊断、早期治疗、

预后良好”这一医学上的新观念。

此后，王鸣岐又加入卫生部

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组织的高山病

研究小组，完成川藏高原高山病

相关论文 37 篇；进行“大规模

建设人员长期入住高原恶劣生存

环境下的可行性”研究，提出解

决大规模人员缺氧问题的措施之

一就是封闭式车厢供氧。2007年，

青藏铁路开通，供氧正是采用了

王鸣岐他们的建议与措施。

1963 年，王鸣岐到重医附

二院任业务副院长。1974 年，

年逾五旬的他回到重医附一院

任副院长和肺科教授，1977 年

升为肺科教授，1980 年至 1983

年，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一直

工作到 76 岁方才正式退休。

1991 年，王鸣岐与上医肺

科两位教授崔祥瑸、萨藤三共同

编写出版了《实用肺脏病学》，

洋洋 95 万字，成为国内肺科院

校必备的经典教材。

选择西迁  一扎就是一辈子 迎难而上  创建我国西部首个呼吸专科

王鸣岐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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