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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心脏导管室。次年，上海市决

定在中山医院建立上海市胸病研究

所，后更名为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

所（简称“心研所”），陈灏珠负

责的心脏导管室成为其中的主要部

门。在他整整 70 年的工作历程里，

心研所是他倾注心力最多的地方之

一。后来他有了许多头衔，即使成

为院士，他最喜欢别人称呼他的，

还是他担任心研所领导的“陈所长”。

在之后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中，陈

灏珠创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第一”：

他在我国率先施行左心导管（1960

年）、选择性染料和氢离子稀释曲线

（1961 和 1962 年）等检查，提高先

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等结构性

心脏病的诊断水平，也为外科施行纠

治手术提供依据。他率先用电起搏和

电复律治疗快速性心律失常（1972年）

达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开展第一例

埋藏式起搏器的安置术（1968年），

成功治疗完全性心脏传导阻滞病人；

率先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冠心病（1960

年）并阐明其原理。

1973 年 4 月，陈灏珠在国内首

先成功施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

从而使国内掌握诊断冠心病的“金

标准”，为外科施行搭桥手术治疗

提供依据，也为其后施行介入性治

疗提供条件。

20 世纪 70 年代，他研究确认的

我国健康人血脂值，现已被公认为

国人的正常值。他在上世纪 50 年代

提出我国心脏病病种变迁、流行趋

势和防治对策，经过其后 4 个年代

追踪，其预测的正确性已被证明。

《实用内科学》这本国内权威

的医学教材，是每一位医生的案头

书，也是陈灏珠编写的最重要的一

本教材。陈灏珠从 1979 年开始参与

该书编写、后来历任副主编、主编、

名誉主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呵护这本教材从第 7 版更新到最新

的第 16 版。即使到 90 多岁高龄、

只是担任名誉主编，他仍要和之前

一样，逐字逐句地审阅书稿，连标

点也不放过。

“有一段时间我看到他脸色不

好，问他怎么了。他忧心忡忡地说：

‘年纪大了，审稿速度慢了，怕耽

误进度。’”从 2003 年起担任陈灏

珠学术秘书的周俊告诉《新民周刊》

记者：陈灏珠审稿这件事一直亲历

亲为，没有丝毫放松；直至生命的

最后几个月，他在病床上还一直在

关心书的出版进度。

“陈老师常常教育我，教科书

和参考书的内容需要严谨，尤其是

涉及药物的用法，包括剂量和单位

等，绝对不能出错，否则就可能对

病人造成不良甚至严重后果。其实，

陈老师对每一件事，都是如此严谨。”

陈灏珠当年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现

任中山医院副院长、心内科教授钱

菊英说。

医学事业不断发展，新成果、

新模式、新知识、新技术层出不穷，

临床医生要跟上时代、为病人服务，

必须终身学习——这是陈灏珠倡导

的，也是他亲身实践的。

即使到 90 岁高龄，在参加学术

会议的时候，人们常常能看到他坐

在第一排，认真地记着笔记。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当时，

腰椎滑脱带来的痛苦，已经使陈灏

珠没办法正常站立和行走，但新闻

中“新冠肺炎引起的心血管并发症”

依然牵动着他的心。

曾任陈灏珠的学术秘书、现任

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王齐兵作

为医疗专家进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

床中心参与新冠患者的救治。“我

知道陈所长一直在关心这件事，也

一直在等我的电话。”当陈灏珠终

于等来了王齐兵在紧张的救治任务

间歇打来的电话时，老人非常高兴。

“他关于新冠疫情引起的心血

管并发症，以及当时一些专家的不

同看法有很多疑惑。我跟他汇报临

床观察到的实际情况，他跟我仔细

讨论，疑惑就解除了。他对新的病例、

新的知识从未停止关注，真正是‘活

到老学到老’。”王齐兵说。
下图：陈灏珠院士冠

脉介入治疗中。

上图：1947 年前国

立中正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