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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外医院建院伊始，朱晓东就来到这里，而且从未离开过。

他在这里成长，他更在这里帮助后来人成长。

他说：“从我开始做医生至今，有两股力量一直在支撑着我不畏

艰难、坚定不移地一路走到现在，一是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二是北京协

和医院的严谨作风。”

朱晓东回忆，阜外医院建院时环境简陋，“一排工字楼、满眼荒山、

几十张床位，从宿舍走到病房甚至要翻山坡”。

但在查房时，大家都整整齐齐地提着放病历的篮子，跟在专家后面。

鞋带没系紧、头发没梳好，根本不可能进病房。查房时不能看着病历报

两股力量支撑我前行

朱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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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必须都背下来。北京协和医院严谨的工作作风，教会了朱晓东要实事求是，

学术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懈怠。

“反观如今的一些学术腐败、工作毛毛躁躁、科研弄虚作假等现象，在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看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朱晓东说。

回首过往，他时刻铭记的是阜外医院的责任与历史使命，因为他不仅仅

只是一名阜外人，更是从起点见证了阜外医院的成长与巍峨。

展望未来，他坚持认为，阜外医院最需要的是创新，最迫切的任务是找

到能让更多国人获益的技术，简单、低廉、实用、易于推广，而不是低水平

的简单重复。

投笔从戎

1932 年，朱晓东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的一个教师之家。良好的家庭教育

在当时那个炮火纷飞的岁月中，基本上还属于奢侈品。

1950 年，18 岁的朱晓东正在上高二，但他却做出了他人生中第一个重大

选择——投笔从戎，因为朝鲜战争打响了。

当时，我国为朝鲜战争而设立的军事干部学校正招收大批爱国青年。

朱晓东和同学们怀着强烈的爱国激情，积极响应号召，报名参加了军干校。

从此，他的人生便大不同了。因为进入军干校后，他接受的是军队医学

教育。

离开河南老家，来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军训班接受训练。尽管一直都在准

备着，但由于后来战事渐趋平缓，朱晓东最终也没有扛枪开赴战场。学校在

此时对教学目标、学科设置等进行了重新调整，军训班从此开始接受正规的

医学本科教育。

此时的朱晓东开始显现出其在外科方面的天赋。基础课，他是解剖课代表；

临床课，他是外科课代表。1956 年大学毕业时，他被授予中尉军衔。



119

不
忘
初
心

讲
述
·
见
证
阜
外
医
院6

0

年
历
程

朝气蓬勃

大学毕业后，朱晓东便来到

北京协和医院做实习医生。让朱

晓东感到最为幸运的，就是能够

师从著名的吴英恺教授。

在北京协和医院的日子，朱

晓东几乎没有睡过一晚上整觉。

“夜里随时都有患者来，实习医

生要认真检查患者，写出非常详细完整的病历。不但要工整地写下来，还要

非常熟练地背下来，因为第二天查房时，是不能拿着念的。”

在朱晓东看来，在北京协和医院是一种与军事训练截然不同的辛苦。如

果说军事训练主要是让人感到身体劳累的话，那么在这里实习却是身心俱疲，

始终得紧绷着一根弦，千万不能落后。如果哪个实习医生第二天没写完病历

或者写得不好，查房医生就会不留情面地批评，即使个别脾气好点的医生不

怎么发火，实习医生自己也会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别人都写完了，我为什么

就完不成、写不好呢？接下来就只好暗自努力。

1956 年春天，当年实习的同批医生基本都跟随吴英恺去了解放军胸科医院。

朱晓东对当时去胸科医院报到时既兴奋又紧张，朝气蓬勃的样子至今还记忆犹

新。

那天，9 个人穿戴整齐，扎上武装带，朱晓东喊口令，排成一列纵队，

目不旁视，挺胸、收腹、甩臂，向病房楼走去，招惹了很多工作人员观看。

到了政委的屋内，谁也不敢坐，政委说：“都这么站着干什么？都坐下吧！”

他们依次坐下来，挺胸、平肩、屈膝，两膝屈 90°，双足并拢，将帽子放在

右前方，帽檐向前，一言不发听候指示。政委笑了，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说：

“干嘛都这么拘束？”

1956 年 8 月自哈医大毕业，朱晓东被授予中尉军衔，
副连级



120

在 朱 晓 东 的

记忆中，刚参加工

作 时 的 条 件 是 这

样的：“一排工字

楼、满眼荒山、几

十张床位，从宿舍

走 到 病 房 甚 至 要

翻山坡。我们这些

医 生 早 上 排 着 队

‘一二一’地一起

走过去。”

1958 年， 解

放军胸科医院移交地方，命名为阜外医院。朱晓东也就随着脱了军装，由解

放军变成了老百姓。

军人传统 + 协和作风

朱晓东说，有两股力量一直支撑着他不畏艰难、坚定不移地一路走到现在，

一是解放军的好传统，二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好作风。

作为一名军人，部队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重视党

组织和干部队伍的建设，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革命精神。这些都教会

了朱晓东要一心一意做贡献，团结协作无私心。

业务上对于朱晓东来说，一直以北京协和医院作为标准，虽然环境简陋，

但每个人的工作作风都一丝不苟。协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教会了朱晓东要实

事求是，学术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懈怠。

“反观如今的一些学术腐败、工作毛毛躁躁、科研弄虚作假等现象，在

1959 年，吴英恺（中）在图书馆指导朱晓东（右）和唐岳峰（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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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看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朱晓东说。

一书难求

起初，朱晓东的研究领域并非心脏外科，而是普通胸科，主要开展肺切除、

食管癌切除等一类的手术。

朱晓东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参与心脏手术，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朱晓东才逐渐将自己的方向转为心脏外科。

1962 年，朱晓东成为我国心脏外科开拓者之一侯幼临教授的研究生。师

从侯幼临老师，朱晓东说自己“不仅学到了新知识，而且提高了科研能力”。

进入心脏外科领域，朱晓东仿佛来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每天都怀着愉

悦的心情投入工作。在冠脉外科开展初期，为了改进冠脉吻合技术，朱晓东

不停地琢磨、练习缝合，甚至回到家也不休息，埋头在乳胶心脏模型上一遍

遍练习缝合技术。白天忙完门诊、病房和手术室的工作，晚饭后接着到心导

管室，从晚上八点干到翌日凌晨一二点是常有的事。实在困了，就利用换患

者的间歇，靠墙站着闭会儿眼。

“有一年夏天，我们穿着沉重的铅衣在不足 50 平方米、密不透风的心导

管室工作，实在酷热难耐。总务科听说后派人来闷热的心导管室看大家工作，

不到 1 小时，那位同志就热晕了过去。第二天，总务科就给心导管室送来了

电扇。”朱晓东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总会带着微笑。

那个时期，专业参考书在各个领域都可谓稀缺货，医学领域更是如此。

朱晓东想，既然没有参考书，能不能借助阜外医院的优势，再结合自己的经

验及心得体会，写一部实用的心脏外科参考书呢？

有了想法，朱晓东立即开始动手。从 1970 年开始，朱晓东抓紧一切

零碎时间构思下笔。书桌下福尔马林浸泡过的心脏标本不时被他拿出来翻

看核对，时间久了，在常人闻起来很是刺鼻的福尔马林味道，朱晓东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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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免疫”了。

朱晓东特别记得黄国俊不仅手术操作漂亮，还会给每个手术配备一份字

迹秀丽、图解洒脱的手术记录，感觉读黄主任的手术记录，不仅学习了手术

操作的技能，还欣赏了艺术。为了更便于大家理解，美术功底平平的朱晓东

还努力练习手绘示意图，并让同为阜外医院著名专家的爱人——吴锡桂教授

试看，“如果我看不明白，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撕掉草图，扔进垃圾筐里重画。

有时突然来了什么灵感，他会深更半夜起床去画上一阵子直至黎明。”朱晓

东当时著书的情形，在吴锡桂教授的回忆中，就好像还在昨天一样清晰。

十 年 磨 一 剑， 倾 注

朱晓东全部心血的《心脏

外 科 基 础 图 解》 终 于 在

1980 年 正 式 出 版 发 行。

原本只是想写 一 部 参 考

书， 没 想 到 却 受 到 大 家

的 热 捧， 甚 至 还 出 现 了

手 抄 本。 同 是 阜 外 医 院

同 事 的 一 位 年 轻 医 师，

由 于 没 有 得 到 原 书， 但

出于学习的热情和需求，

就 自 己 抄 了 一 本。 这 让

朱晓东甚为感动。

此后的 30 年中，这本书前后两版共 5 次印刷，不断有年轻的同行告诉朱

晓东，他们就是照着这本书从心脏外科起步的。“能够对人家有点帮助，就

说明没有白干。”朱晓东欣慰地说。

朱晓东在担任阜外医院院长时常说，医院的发展关键在于人才。他在自

己的日记中多次提到与学生同台或专门去手术室看他们手术。有一篇日记写

《心脏外科基础图解》在 1980 年、1988 年和 1995 年 3 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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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最近看宋云虎等几位医生做搭桥手术，有五点可以采纳。他还绘上了图。

另一篇则写道：孙立忠大夫手术有他的特点。也绘了一幅漂亮的示意图标明

其特点。还有一次提到常谦大夫在主动脉弓手术遇到困难时，表现出的冷静

和能力。

术后三天的患者自己跑下四楼

关 于 瓣 膜 的 研

究是朱晓东的重要成

就，也正是他首先在

国内研制出牛心包生

物人工心脏瓣膜并成

功用于临床。

生 物 瓣 膜 是 英

国 利 兹 大 学 Marian 

Ionescu 教 授 采 用 牛

心包研制而成，并于

1971 年成功用于临床。相比之前一直使用的机械瓣膜而言，用生物瓣膜替换

坏掉的心脏瓣膜，极少出现血栓，从而减少了患者因服用大量抗凝药所导致

的死亡等风险。

一次偶然的机会，为了进行技术交流，中国医学科学院选派了 4 名医生

到英国进修。朱晓东就是其中之一，并于 1974 年赴英国进修。

在英国，朱晓东有幸师从生物瓣膜的发明者 Marian Ionescu 教授，也正是

因为这次难得的经历，他在回国后便立即开启了针对心脏生物瓣膜的研究。

朱晓东首先找来牛心包，在上面进行了极为复杂的化学处理，再将其仔

细地缝到一个特制的支架上。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任何一个细节的失误

1985 年，朱晓东被任命为心脏外科主任和心脏瓣膜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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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能前功尽弃。一遍又一遍的试验，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终于功夫不负有

心人，经过改良后的心脏瓣膜终于在 1976 年的动物实验中取得成功。

1976 年 7 月 22 日，对于朱晓东来说永生难忘。因为这一天，他终于可

以将自己研制的 BN 型生物瓣膜应用于临床。

患者是一名心力衰竭患者，亟须实施主动脉瓣替换术。虽然在英国时朱

晓东已经参加过上百台这样的手术，在国内也在动物身上做了大量的实验，

但毕竟这是国内首次在人身上开展类似手术，术前那一晚，朱晓东还是紧张

得没有睡好觉。

手术开始了，顶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巨大压力，主刀医师朱晓东

在时任院长郭加强的帮助下，先让心脏停跳，接着打开心脏，将人工心脏瓣

膜置入心脏，心脏顺利恢复跳动。整个手术过程如行云流水。时隔 40 年，朱

晓东仍记得当时的情景。

说来也巧，命途多舛的患者，在刚刚做完手术后的第三天，就赶上了唐

山大地震。

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都知道，当时北京的震感也很强烈，病房晃动得很

厉害。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刚刚换完心脏瓣膜的患者，术前根本不能下床，

而在地震时却出人意料地自己跑下了四楼。个人求生的本能是一方面，另一

方面也证明我们的手术很成功，瓣膜的工作效果非常好。”每每聊起这个小

插曲，朱晓东笑得都很开心。让他更为欣慰的是，这位患者的生物瓣正常工

作长达 21 年。

朱晓东对于技术从不满足于现状，在此后的 20 余年里，他不断研究并改

进技艺，制成了新一代 Perfeot 生物瓣，并获得国家发明奖。他负责的心脏瓣

膜研究组与北京航天部某研究所合作研制成功的 GK 式机械瓣，因采用新型

材料热解碳使得栓塞率下降，在 1986 年以后大量用于临床，使数以千计的患

者生命得以挽救。

不仅在瓣膜研究领域朱晓东倾注心血，他还在一系列心脏手术方面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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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诸多新技术：1983 年，最先采用“主动脉—左心房联合切口”成功施行双

瓣置换术；1985 年，研制出主动脉无缝线金属吻合环并成功用于临床，为夹

层动脉瘤手术提供较安全的吻合方法；1989 年，成功开展了同种主动脉根部

替换术；1992 年，成功开展了我国首例“心脏瓣膜置换同步冠脉搭桥术”。

不断的突破，让朱晓东蜚声业界。1992 年，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3 年，朱晓东被授予“中国医学科学院名医”称号。1996 年，他被授予我

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称号——中国工程院院士。

作为一名心脏外科医生，朱晓东并不喜欢向人倾诉他的劳累与苦闷，怕

家人担心。有时他在手术中大汗淋漓，汗水流入两眼，痛得他无法睁开，视

野模糊。有时，当复杂病人手术危重时，朱晓东不能按时下班坐班车，只好

乘公交车回家，车少人多，体力又疲乏。面临工作的艰辛，他在日记中写道，

“心外科医生在手术中，术者经常满头大汗，极度紧张。持续五小时在台上

奋战，则体力、速度、精力、反应能力都会明显下降，这将导致手术失败，

也将会使医生减寿”。为此，朱晓东给自己写了一个座右铭，并谓之转化论，

摆在书桌上：

把  “工作的沉重负荷感”  转化为  “愉快的精神满足”；

把  “工余的疲劳和烦恼”  转化为  “球赛‘暂停’的哨声”；

把  “工作中的委屈愤怒”  转化为  “自我认识的清凉剂”；

把  “人生中的艰辛跋涉”  转化为  “大自然给予的优惠”；

把  “过分的物质追求”      转化为  “知足者的长乐”。

年轻人应该成为有开创精神的外科医生

“做医生到底为了啥？说大了叫救死扶伤，说小了就是给患者看好病。

得到患者的认可，对医生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

在朱晓东心里，“医生的经验教训，往往以患者的痛苦甚至生命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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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爱患者。”

这是他的内心写照，他也正是

如此要求年轻医生的。

熟悉朱晓东的人都知道，

只要患者病情不稳定，他可以

几天几夜不回家，一直守在患

者身边。在给每一位患者做手

术前，他都要去病房看望。即

使之后当了院长，亦是如此。

1992 年，60 岁 的 朱 晓 东

给医院一位 67 岁的老人进行了冠脉旁路移植术和瓣膜置换术。那时，冠脉旁

路移植术在我国刚开展，而同时完成这两项手术，在国内算是首例。

“做完手术后，我才知道，老人在术前一天，把遗嘱都写好了。”事隔

20 多年后，老人的身体还很硬朗，还特意写了“德艺双馨”的字幅送给朱晓

东作为他 80 岁的生日礼物。

“目前的医患关系紧张，和当前的社会风气有关，但不能排除某些医生

的个人素质问题。如果本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想患者都是通情达理，

理解医生的。”朱晓东说。

尽管成果有目共睹，但朱晓东常说：“是党和人民在阜外医院这个临床

基地上培养了我，是前辈老专家教育了我，当年我在协和医院做医生时林巧

稚、吴蔚然、张晓楼等老专家热爱患者、一丝不苟、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

使我耳濡目染、让我受益匪浅。吴英恺、郭加强等前辈学者和领导对我的教诲，

使我终生难忘。”

朱晓东经常记起吴英恺的教导：“年轻人应该成为有开创精神的外科医生，

而不是照葫芦画瓢的手术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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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朱晓东主动报名参加医疗队，在青海高原藏族牧
区手绘的手术场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