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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外医院学科创始人奖获得者  

蔡如升教授

1959年为普胸科主任

1961年为胸内科主任

内科主任（1973-1974年）

肺心病研究室主任（1980-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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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阜外专家出身于乱世的，都经历了新中国的艰苦环境，但是很多都很

长寿，蔡如升教授（1915-2006年）也不例外。1915年蔡如升出生于福建厦门，

风景秀丽的厦门没有留住一颗救世的心。从小勤奋的蔡如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

平协和医学院，怀揣着治病救人梦想，1941年毕业后留院任住院医师至太平洋战

争爆发。1947年8月到1948年7月，赴美国霍普金斯医学中心进修结核科；1948

年8月，赴丹麦哥本哈根血清研究所学习。国外优厚的医疗环境没有留住爱国的

游子，蔡如升教授毅然回国，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助教、讲师、副教授，于1956

年晋升为内科学教授，同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科医院任内科主任，副院长。

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阜成门外医院成立，蔡如升教授和协和一批优秀的专家一

起投身到阜外医院的建设中来。

上 世 纪 4 0 年 代 以 前 ， 人 们 得 了

肺结核如同被宣判了死刑，肺结核又

常与贫困相伴，即使较轻的病人往往

因无条件疗养而演变成重症。对这一

事关社会、经济的重大问题，蔡如升

教授和同道们一直关注着，他们知难

而 上 ， 参 考 国 外 的 经 验 ， 结 合 我 国

的实际状况，探索开拓了我国防治结

核病的一整套方法——早期发现，早

期治疗，对接触者体检，把已发现的

病人登记管理，家庭访视，同时加强

宣传教育等。对卫生示范区内部分婴

幼儿、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孕

妇、各行从业人员以及北平西城的辅

仁大学、西北郊的燕京大学的师生员

工和河北省定县的部分农村居民进行

结核菌素试验和Ｘ线肺部健康检查相

结合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历经两年

时间，共检查21000多人，明确了30年

代北平和河北省定县一带的结核病疫

情：15岁儿童结核感染率高达80％以

上；大学生的患病率在5％以上；疫情

最高的是理发业从业人员，患病率在

19.2％-27.3％之间；农村居民的感染

1954年在南京参加

部队卫生防疫工作时与周北凡等合影

1956年全军胸科学术会议筹备委员会合影

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

胸科医院学术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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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患病率远低于城镇居民。这

一系列数据首次为我国分析比较

结核病疫情变化提供了科学资

料。这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为我国早期结核病防治工作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全国各地建

立健全结核病防治机构，推动我

国结核病防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

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

关心群众疾苦，重视结核病工作，蔡如升教授更加积极投身于我国结核病防治事

业。他通过大量科学研究，证实口服卡介苗预防和控制结核病在中国人群中有效

且合并症较少，对指导全国推行口服卡介苗和卡介苗接种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毋庸置疑，我国结核病的防治工作能够取得今天的辉煌成绩，与蔡如升教授

等老一辈科学家早期的辛勤努力分不开。与此同时，蔡如升教授在我国较早开展

石棉矽肺的早期诊断，并提出我国矽肺的诊断标准。

早期内科查房（右五）蔡如升（右三）朱贵卿教授查房

1978年郭沫若副委员长接见1978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

接见中国心血管代表团合影

蔡如升教授：1980年，吴英恺（右二）

蔡如升（左二），在北京石景山区农民

家进行流行病调查

1980年与谭震林副委员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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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如升教授热爱医学事业，热爱病人。自上世纪70年代，他率先在国内开展

肺血管病、肺栓塞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工作，于1973年成立了全国肺心病防治研究协

作组，并担任组长。在蔡如升教授的带领下，形成了一个遍及全国的肺心病防治研

究协作网，二十多年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全国肺心病住院病死率、严重并发

症的发生率大幅度下降，为难以计数的患者解除了疾苦。同时他带动全国有关单位

深入开展肺心病的基础研究、早期诊断、缓解期中西医结合治疗、呼吸机器临床应

用、血气酸碱平衡分析、电解质平衡等临床研究及抢救工作。先后组织召开七次全

国肺心病专业学术会议，制订各项诊断标准、治疗策略，交流经验并进行普及推

广，有效地提高了我国肺性脑病、呼吸衰竭的抢救水平，为我国肺心病的防治工作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蔡如升教授晚年积极致力于心血管病和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和人

1980年5月，世界

卫生组织指定我院

所为“世界卫生组

织心血管病研究与

培训中心”

蔡
如
升
教
授
正
在
查
房

好
医
生
是
如
何
炼
成
的—

—

蔡
如
升

H
A

O
Y

ISH
EN

G
 SH

I R
U

H
E LIA

N
C

H
EN

G
 D

E
-C

A
I R

U
SH

EN
G



37

阜外医院庆贺蔡如升教授从医五十周年敬献鲜花

群防治工作。1981年，作为我国少有的临床和公共卫生“两栖”专家，已过65岁

的蔡如升教授与陶寿淇教授共同领导开展了长达20年的中美政府医药卫生科技协

作项目——中美心肺疾病流行病学协作研究，此项合作是我国心肺血管疾病流行

病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标志。在此项工作中，蔡如升教授积极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

进方法和技术，首次在我国采用国际标准化的测定方法，对近万名正常中年人群

进行呼吸功能测量，使我国首次在慢性阻塞性肺病流行病学领域取得了与国际可

比的资料。

蔡如升教授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建国初期，由于我国结核病防

治队伍人员不足，技术力量薄弱，为迅速加强结核病防治队伍的建设，蔡如升教授

曾多次举办结核病学习班，亲自担任讲师，不辞辛苦地培训在职医生和各级医务人

员，培养了许多结核病防治专业人才。他作为心血管病流行病学研究生导师，为我

国培养了这个领域的首批研究生。蔡如升教授注重在临床实践中对年轻医师的指

导，言传身教、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深受广大医护人员和学生的尊敬。

蔡如升教授以严谨的治学作风，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忘我的工作精神，

及在结核病防治中的突出贡献，被推选为阜外医院副院长兼胸内科主任。蔡如升

教授任阜外医院副院长期间正逢“文革”，他以坚定的信念和宽厚谦慎的作风团

结医院领导和广大职工，共同抗拒当时社会的混乱局面，保证了院内的医疗和抢

救工作尚能正常运转。在唐山地震期间，他不畏艰难吃住在医院，组织领导救治

伤员工作。同时他还积极关注医院发展。在他和吴英恺、陶寿淇等老一辈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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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心和支持下，阜外医院流行病学研究室用28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起近百个

心血管病防治研究基地，加强了心血管病的群防群治，提高了我国心血管病防治

水平。

在蔡如升教授六十余年的医学生涯里，他始终耕耘在临床与科研第一线，救

治了大量的心肺危重病人，体现了精湛的医术水平和高尚的医德，特别是为发展

我国结核病、心血管病与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流行病学和人群防治事业做出了巨大

贡献。

蔡如升教授一生光明磊落，待人诚恳，作风谦和，受到许多人的尊重和敬

仰。他顾全大局，一心为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堪为后人之表率。

（张   澍  柳志红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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