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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外医院学科创始人奖获得者  

朱晓东研究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第四任院所长

（1992年1月-1996年11月）

瓣膜及辅助循环研究室主任

（1979-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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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倡导一个敬仰医学、专注医学的态度，还原医疗本

质真实的面貌，拉近医患和谐的距离，弘扬大医精诚、大爱无疆的医学品质，那么

注定需要有像朱晓东院士这样的坚守者。

朱晓东院士出生于1932年9月21日，是我国临床医学专家、著名心脏外科医

生，原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前院（所）长。1993年朱晓东院士获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名医称号，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76年，他成功实施了我国首

例自制牛心包主动脉瓣置换术。1985年，自行研制成功并在国内率先施行主动脉无

缝线金属环吻合术。1989年对先天性主动脉弓中断畸形（A型）创用新法一次性矫

治术。近年来，朱晓东院士在研制开发各种人工心脏瓣膜的同时，重点从事心室辅

助装置的研究。主编专著3部，获国家及部级奖6项，在胸心外科界有较大影响。

从因抗美援朝而上“军干校”的医学生，到蜚声业界的心外科大夫，再到享

誉中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晓东的成功印证了他60年不懈的坚守。而每每回顾人

生，他都会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质朴而深邃的感情：爱国、爱岗、爱患者。

一、报效祖国，忠诚于国家心脏外科事业

朱晓东院士出生于河南开封的一个书香之家，是在战火纷飞、抵御外来侵略

的历史时期长大的，从小就受到父亲爱国思想的熏陶，立志报效祖国。在个人发展

的历程上，朱晓东院士多次服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毫不后悔地选择了心脏外科

工作。

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我国全民动员进行抗美援朝

斗争，志愿军入朝作战，同时设立“军事干部学校”简称军干校，招收大批爱国青

年以便培训各类军事后备人才。朱晓东院士积极响应号召，报名参加了军事干部

学校。这个从河南开封走出来的热血男儿，从此踏上了追寻理想的人生路。到达

哈尔滨后，他和军事干部学校400余名学生被编进军事学员班，由哈尔滨医科大学

代培。朝鲜战争后，按照军委的决定，朱晓东成为哈尔滨医科大学正式的本科大

学生。

1955年，大学毕业前最后一年朱晓东院士被分配到协和医院做实习医生。协和

严谨的医风、创新的科研精神使朱晓东院士既感到新鲜和振奋又收获颇多。

1956年，朱晓东院士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一句“服从组织分配，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使朱晓东院士在阜外医院整整干了57年。

在阜外医院，朱晓东院士既受到军队作风的熏陶，又受到了协和医风的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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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良好的工作氛围中，他努力地投入于工作。朱晓东院士每天都心情愉快地投

入工作，不怕苦不怕累。干劲冲天的他常常是白天忙完门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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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困了，就利用

换病人的间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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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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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东院士笑着忆及这段往事。

1968年，朱晓东院士积极响应国家《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

号召，参加了青海高原藏族牧区防疫医疗队，在海拔3200-4000米的游牧山区，他

和医疗队队员勇敢地闯过了生活关、语言关和技术关。他们把一间约20平方米的破

旧房子改装成简易手术室，因陋就简地开展了普外科、口腔科和妇科等简单手术。

当时没有照相机，这些难忘的经历和感受被朱晓东以速写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多年

后，青海藏族牧区的经历仍然激励着朱晓东院士，他想应该多为边区少数民族服

务。七十年代，他多次到内蒙古自治区等几家医院开展心外科工作；1990年率心脏

手术小分队到西藏拉萨自治区人民医院开展心脏手术，做了西藏首例体外循环下心

脏直视手术。

七十年代初，国内心脏瓣膜置换术以及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畸形矫治术刚刚起

步，患有这些疾病的病人比较多，受技术水平的限制手术开展甚少，国家特别需

要这方面的人才。朱晓东院士面临着个人

发展的第二次选择。在心脏病病理解剖、

血液动力学变化、影像学诊断等方面已经

初有成效的他，于1975年受组织选派到英

国留学一年，先后在伦敦儿童医院和里兹

医院进修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及人工心

脏瓣膜的研制。留学期间，朱晓东院士作

为该城市唯一的一名中国留学生，感觉到

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形象”就是贫困与落

后。这激发出朱晓东院士强烈的民族自尊

心，他便立志发奋学习，努力工作，要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给祖国争光，给中国人争

面子。

八 十 年 代 初 ， 冠 状 动 脉 外 科 手 术 在

国内仅限于少数医院能开展，效果也不 认真研究心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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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为了改进冠脉吻合技术，朱晓东不停地琢磨、练习缝合，回到家也不休

息，仍埋头在乳胶心脏模型上一遍遍练习缝合技术。1980年，朱晓东院士又一次

服从国家安排，赴澳大利亚进修专攻冠状动脉外科。朱晓东回国后除在阜外医院

积极开展此项手术解除许多患者病痛外，还着力协助全国多家医院开展冠状动脉

手术。

对此所做的努力，朱晓东院士是这样认为的：只要是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我们

就不能犹豫和退却；只有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先，个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勇于探索，攀登心血管领域科学高峰

朱晓东院士永远记得老师吴英恺的教诲：“年轻人应成为一个有开创精神的外

科医生，而不是一个照葫芦画瓢的手术匠”。

朱晓东院士坚信，作为医生，手术做到一定数量后，要想更好地发展心脏外科

事业，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只有进行科学研究，采取医疗技术创新，才是唯一正

确的道路。因此，朱晓东院士在从事临床和研究工作60年来，努力在心脏外科的临

床和科学研究方面不断地进行创新，为我国心外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早期从事心导管检查与血流／液动力学研究，在外科解剖学、血液动力

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心脏外科尚在起步阶段，对心脏病的病理解剖、

血液动力学变化、影像学诊断均接近于空白。朱晓东院士除了跟随老专家日夜奋战

在临床第一线外，1962年以后，他积极参与心导管室的建设，开展各项心导管检查

和造影，特别在当时缺乏医疗设备和有效的X线防护手段的条件下，采取土办法开

展左心房穿刺术研究左心血流动力学，取得了成功。

朱晓东院士还特别注意基础研究、注重临床与基础的结合，先后编著了《心

脏外科基础图解》，和他人共同主编了《心脏外科指南》、《心脏外科学》，主译

了《先天性心脏病外科学》，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特别是《心脏外科基础图

解》一书，帮助了一代又一代的心脏外科医师和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成为我国许多

心脏外科医生基础知识的启蒙专业书之一，也是心脏放射、超声专业医师的重要参

考书。

（二）在生物工程方面多年从事人工心脏瓣膜与心室辅助装置的研究，并将新

型生物心脏瓣膜在国内推广运用

1976年朱晓东主持研制的新型牛心包瓣在阜外医院亲自实行主动脉瓣替换术取

得成功。这标志着我国乃至亚洲的首例牛心包生物瓣替换术成功了。时隔近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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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东院士还清晰的记得当时的情景：“术后第三天，唐山大地震了，这名心衰患

者术前不能下床，但在地震时却出人意料地自己跑下了四楼，这说明手术效果很

好”。让朱晓东院士更为欣慰的是，这名患者身上的生物瓣正常工作长达21年。

1986年，朱晓东院士与七机部合作研制的成热解活性碳斜片式机械瓣（即GK式

机械瓣）开始用于临床并逐步在国内推广。

此外，他还对二尖瓣、三尖瓣成形用的人工瓣环进行研制，不仅可以取代昂贵

的进口产品而且在性能上有所改进，现已用于临床常规。

一系列成绩取得之后，朱晓东院士给自己定了三个原则，值得我们去学习借

鉴：“做力所能及的事，做有益于社会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三）在心脏外科方面，率先开展了的一些新的手术技术

除1976年成功实施了我国首例自制牛心包瓣主动脉瓣置换术，1983年8月还成

功开展了首例“主动脉－左心房联合切口”行双瓣置换术。1985年1月研制主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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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研制出可塑型房室瓣成形环，并开展了二尖瓣腱索移植术。1989年2月对主

动脉弓中断用同种主动脉行一期根治术成功。1989年进行第一例出生13日新生儿假

性共干根治术。1990年在世界屋脊西藏开展首例体外循环下心脏直视手术。1996年

6月对冠状动脉搭桥术后不能脱机病人用离心泵行长时间左心辅助达72小时以上抢

救成功，为进一步使用心室辅助装置打下基础。

（四）参与建设全国心脏外科技术协作网，为普及全国心脏外科手术的开展工

作不懈努力

“北京生物心脏

瓣膜的研制

及临床应用” 

1980年获国家

卫生部科技进步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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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心脏手术的患者众多，仅依靠少数医疗中心和科研单位是远不能满

足患者的需要的。朱晓东院士认为心血管事业不是一家的，应该是全国的，“万紫

千红才是春”是他最大的心愿。朱晓东院士积极参与阜外医院组织的心血管技术协

作网工作，在全国培训一批批合格的、规范化的外科医师和手术单位，让更多的需

要手术的患者得到良好的治疗。

八十年代，朱晓东先后亲自到全国各地近30家医院协助开展心脏瓣膜置换手

术，九十年代又到10余家医院协助开展该地区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术。他的足迹走遍

了全国29个省市，1990年还带医疗小分队赴西藏拉萨开展了世界高原首例体外循环

心脏直视手术，并协助西藏地区建立了心脏外科基地。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和青海高

原是朱晓东协助开展工作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地区，他希望心脏手术在全国普

及，使更多心脏病人得到及时和方便的治疗。

199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授予20位不同学科的医生“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名医”称号，朱晓东院士以其在心血管科研及临床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此

项荣誉。1996年，朱晓

东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获得了中国科技界

最高荣誉称号。

面对这些荣誉，朱

晓东院士讲到，“如果

没有共和国的培养，如

果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

策，真无法想象我能走

到今天”。他感恩阜外

医院老师的言传身教，

教导他如何做一名好医

生。朱晓东院士曾把他

的经验与认识做成幻灯

分别与协和医大同学和

阜外医院心外科医生分

享。1992年，他与协和

医大同学座谈时也毫无

保留地将做一名成功医

生的体验介绍给大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证书 名医称号

心脏瓣膜置换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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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尽职尽责，维持并打造“阜外”国家队的地位

1992年朱晓东院士被上级组织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阜外心

血管病医院院所长。如何保持在吴英恺、陶寿淇、郭加强等老一辈的带领下在全国

心血管领域中牢固确立的领先地位, 带动医院向更高的方向发展，是朱晓东院士任

期的主要工作。他经过几年的摸索和磨砺，使医院的发展脚步实现了跨越式迈进，

并形成了全国大协作的氛围。

朱晓东院士明确提出，阜外医院要想更好地向前发展，就必须抓好医疗质量和

技术创新两件事情，积极推进心脏内外科全面发展，重视发挥中青年医生的作用，

培养学科带头人，提高医、教、研水平，努力使阜外医院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

距。

（一）加强内外科协作，注重与国内其他心血管医院合作与交流

朱晓东院士一直推行全面发展的理念，突出基础研究和临床合作，强调内外科

平衡与协调，资源共享，相互支持与合作。他认为，阜外医院要向全国进军，必须

得到国内其他兄弟医院的支持和帮助。例如，在阜外医院心脏外科召开35周年全国

学术研讨会上，虚心向兄弟单位和各地专家学习，不宣扬“阜外”的明显优势，而

是首先介绍各地专家的贡献。阜外医院与兄弟医院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大胆培养和提拔年轻人，注重学术梯队的建设

朱晓东院士认为，一个朝气蓬勃的领导团队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

他担任院所长期间，朱晓东院士就十分注重青年人的培养和提拔。当时，朱晓东院

士从实际出发，完全按照上级部门选拔干部要求，不求私利，经过调查、研究、征

求意见等程序，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充实到各个临床重点学科，为医院快速发

展注入了新鲜力量。

朱晓东院士还着眼于培养青年人才，注重心外科学术梯队建设，不但无私地

把自己从医几十年记录下来的十多本心得全部倾囊相授，同时学生在学习中的一些

新探索，他也给予鼓励和赞赏。至1997年共培养博士生9名，硕士生15名，博士后

1名。

四、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全国胸心外科学会建设

朱晓东院士非常重视与国际之间的交流合作，他多次应邀出国做学术交流，介

绍中国心脏外科成就。1980年起，先后在马尼拉、瑞士、伊朗、阿塞拜疆、美国等

多国进行学术交流，深获国外同行重视。1988年荣膺世界外科学会会员。他还一直

担任原卫生部卫生技术鉴定咨询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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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理事，以及解放军海、空军总医院的技术顾

问等多种社会职务。

1996年，朱晓东院士当选为中华医学会

胸心血管外科分会主任委员，他更加积极推动

本专业在全国的开展，除了积极倡导建立国内

心血管数据库共享平台和整合胸心外科会议之

外，还主动加强与国际著名心血管中心的交流

与合作。与美国心血管研究中心第一任和第二

任主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进行了多次交流与

合作，联合召开了2004年世界会议和世界心外

科医生会。并且还与美国胸部外科医生协会

（STS）以及心胸外科医生国际协会（ISCTS）

等学术团体开始加强联系，为促进我国心胸外

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朱晓东院士于2004年和

2005年任世界心胸外科医生协会第14届、15届

国际会议主席。

五、情系患者，坚守“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

朱晓东院士坚持以身作则，强调临床实

践和良好的医德医风，对病人一视同仁，满

腔热情接待，兢兢业业诊治。他总是对年轻

医生说,“医生的经验教训，往往以患者的痛

苦甚至生命为代价，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爱

患者”，“病人得到幸福就是对医生最大的

鼓励。”

朱晓东院士对患者的关心众人皆知。每

一例手术无论手术大小都要仔细检查病人，制定手术方案，做好各种应急措施，手

术病人治愈出院才算放心。当患者病情不稳时，他几天几夜不回家，一直守在患者

身边。当院长时，他亦是如此。

当得知自己挽救过的患者多年后仍安好，他说这是他最大的安慰。1992年，

68岁的朱晓东院士给一位60多岁的老人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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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亚心第一任院长

朱晓东任东莞康华医院院长

第四任院所长朱晓东

1992年1月-199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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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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幅送给朱晓东院士作为他80岁的生日礼

物。而面对感谢，朱晓东院士说的最多的是，“我们医生应该感谢病人，是患者给

我们医生信任、期望和鞭策”。

朱晓东院士常说，是党和人民在阜外医院这个临床基地上培养了他，是前辈

专家教育了他。五十年代中期，毕业前曾在协和医院实习一年，当时林巧稚、吴蔚

然、张晓楼等老专家热爱病人，对工作一丝不苟，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协和精神使他

受益匪浅。解放军胸科医院的优良作风在吴英恺、陶寿淇、郭加强等前辈院长的领

导下，在阜外医院继续保持和发扬，这些都对他后来的工作产生了良好影响。正是

在解放军大熔炉中受到无私奉献、团结奋斗的教育，在协和医院学到了如何对待病

人、如何做学问的作风，这两条主线形成了他从医一生做人的基石。

不辍耕耘，桃李天下。朱晓东院士经常鼓励和教导年轻人，要想成为一名好医

生，第一，要珍惜机遇，奋力拼搏。有机遇不等于能成功，机遇随时可能从身边溜

过，只有奋力拼搏才不会错过机遇。现在国家大环境非常好，学习、工作条件也比

以前好多了，这都是很难得的机会。第二，就是要对病人有爱。对病人的爱是医生

忘我劳动的永恒动力。第三，做好临床工作。第一线的艰苦实践是最重要的基础，

医生的知识、经验和医风均由此得到

锻炼。医生要亲自去做最基本的临床工

作，在一线临床工作中磨练知识、经验

和医风。

现已年过八旬的朱晓东院士，仍

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奉献着，以高深

的学术造诣和精湛的医术，为我国心血

管事业的发展继续做着贡献。经过4年

多对心脏病理的研究，他完成了《心

脏外科解剖学》专著，于2011年出版，

2015年由胡盛寿院士主译成英文在国外

出版。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正

是朱晓东院士为我国心脏外科发展呕心沥血、不遗余力的真实写照。朱晓东院士用

他一生的从医生涯向我们诠释了“爱国爱岗爱患者”的崇高精神追求和强烈的事业

心。

“科学的高峰，是靠人们一步步地攀登上去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只有那些

热爱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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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艰难脚踏实地，永不懈怠的攀登者，才有可能站在巅峰之上，享受到一览众

山小的乐趣，唯有全身心的投入，唯有矢志不移的奋斗，才能够真正取得进步与

成功。”

（胡   洋  供稿）

郭少军CABG+MVR手术后20年写与2011年时年87岁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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