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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郭加强和朱晓东的研究生，翁渝国感叹，自己的老师及阜外医

院的同仁们在建院初期，在没有任何帮助、没有任何信息来源的情况下，

靠着中国人的智慧和一往无前的探索精神，创造了多项医学奇迹，缩短

了与当时世界的差距。

翁渝国在德国被誉为外科“金手指”。与他同台过的中国医生也都惊

叹于他手术的速度和精细准确程度。他主刀，助手常常跟不上节奏。当然，

东方式的细腻加上西方式的胆量，还不足以概括他的成功之道。

东方式细腻和西方式胆量

翁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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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求学

翁渝国祖籍浙江省宁波市，战争期间父辈逃难到重庆。1946 年 9 月，翁

渝国出生在山城重庆。

翁渝国的父亲是手艺人，靠技术养活一家人。新中国成立后，4 岁的翁

渝国随一家人移居上海，在上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光。

1964 年，翁渝国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医疗系。1970 年，大学刚毕业的翁

渝国到阜外医院进行了短期的专科培训学习。

那时翁渝国就非常注意外科医生基本功的训练，埋头刻苦学习。北京协

和医学院规定，实习学生不可以进入手术室。他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

进到手术室里去做一些外科医生的基本工作。

毕业后，翁渝国被分配到西安省立医院。翁渝国在那里做了 6 年的普外

科住院医生，又做了 3 年的心脑血管外科主治医师。在此期间，翁渝国还做

过一年赤脚医生，

每 天 能 赤 脚 步 行

10~20 千 米 行 医。

在条件艰苦的情况

下，翁渝国拆门板

做成手术台，给乡

亲们手术。

1979 年，郭加

强、朱晓东首次联

合招收研究生，翁

渝国考取了两人的

研究生资格，得以

再次回到北京协和
1981 年，翁渝国在协和医学院阜外医院获得硕士学位（左起，朱
晓东、刘晓程、郭加强、吴清玉、翁渝国、薛淦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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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及阜外医院学习。两位老师为他制定的研究课题是心脏瓣膜病，从此

开启了他心血管外科的职业生涯。1981 年，翁渝国顺利取得了硕士学位。

翁渝国说，阜外医院的严格培训、老师毫无保留的技术传授让他锻造了扎

实的手术基本功，成为一名优秀的专科医生。老师的言传身教也让他极具创新

精神，让他有自信将自己的手术特点定位在“别人能做的我要做，别人不能做

的、新的、难的手术我也要做。有些甚至是根本治不了的疾病，我也要尝试去做。

就是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倾囊而授

1966 年，阜外医院全年只做了 4 例体外循环手术。

1971 年，侯幼临突然离世。郭加强主持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工作。郭加

强不畏艰难，重新建立了体外循环常规、心血管外科手术常规，创立了国内

第一个正规的心脏外科术后 ICU，奠定了心血管外科基础。

1979 年，翁渝国考入阜外医院时，心内直视手术还没有心肌停跳液，全

靠体外循环降温，手术时心包内持续用冰水灌浇，不仅费事、费时，并且不可靠。

为此，郭加强首先引进和提倡用心肌保护液（St. Thomas 液）。手术时为了防

止致命的左心膨胀，他建

议用左心引流管。对于急

性心肌梗死、终末期心力

衰竭患者，他认为应早期

使用机械辅助装置。1979

年，在郭加强的坚持下，

阜 外 医 院 引 进 了 我 国 第

一 台 主 动 脉 内 球 囊 反 搏

装置。 1982 年在德国柏林翁渝国夫妇与郭加强院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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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渝国说，郭加强在

心外科领域许多的手术细

节上的经验深深影响了自

己，同时也影响了我国心

外科的持续发展。郭加强

立下的手术规矩、手术技

术和制度等至今仍在临床

应用，对我国心血管外科

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同

时也为翁渝国之后在心外

科手术方面的出色表现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他被津津乐道的出神入化的手术技术，都源于当时打

下的扎实基本功。

翁渝国的另一位恩师是朱晓东。朱晓东从英国留学回来时，我国还没有

人工心脏生物瓣膜。朱晓东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牛心包生物瓣实验室。经过动

物实验、临床使用、长期随访，生产了我国有自主产权的人工心脏瓣膜，造

福了无数心脏瓣膜病患者。

翁渝国非常尊重并感恩自己的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在心脏外科技术上精益

求精，并孜孜不倦指导年轻医生和学生。他认为阜外医院成为全国心血管专科

医生培训之地，得益于两位老师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技术倾囊而授，对我国心

血管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著书立说给心脏外科医生手术作参考，

极具指导意义。朱晓东所著《心脏外科基础图解》被翁渝国当成工作手册，带

到国外，让他终身受益。他说自己的很多著作都参考了两位老师的书。

翁渝国在阜外医院的研究课题和工作方向主要是二尖瓣病变。阜外医院

的大量病理标本也让他在感性上对二尖瓣病变有了深刻的认识，为他今后的

心脏外科工作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

求学期间和朱晓东院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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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共进

在阜外医院的三年研究生时光，是翁渝国科研的启蒙和技术上的飞跃时

期。他将自己感受到的阜外医院精神归结为四点：团队协作，与时共进，精

益求精，无私传授。

医学是需要协作的科学，翁渝国说这点对心脏外科尤为重要。心脏手术

不是一个外科医生能够完成的。复杂的血管疾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需要影像

科室的配合，如心电图、心血管造影、超声心动图、血流动力学和 CT 检查，

用来指导手术方法，判断手术的效果。手术时需要麻醉师、体外循环灌注师、

手术后监护团队等的协助，各个环节缺一不可。阜外医院心脏外科有今天令

世界瞩目的成就和医院的团队精神不可分割。

翁渝国认为，如果说 60 年前阜外医院的心脏外科和世界心脏外科几乎同

时起步，今天的阜外医院的心脏外科已经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

翁渝国特意用了“与时共进”的说法。阜外医院的成就得益于创院的老

一辈专家们将创新作为医院的精神之一，也得益于广开大门培养了一批又一

批心血管外科人才，带动全国共同进步。

翁渝国始终关注着阜外医院的发展。他认为对技术精益求精是阜外医院

一贯的追求。

翁渝国说，常规的开胸心内手术技术现在已经很熟练、安全，但近年来

微创手术的发展使得心脏手术创伤更小、恢复更快。阜外医院紧跟时代甚至

引领时代发展，不断完善和推进手术发展。心脏移植是挽救终末期心力衰竭

患者的唯一治疗手段。由于供体短缺，无数这类患者等不到供体就面对死亡。

阜外医院在世界发达国家临床使用人工心脏的同时也开展了这项技术，使得

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可以利用人工心脏等待合适的供体。人工心脏都要进口

且昂贵，阜外医院因此开发了有自主产权的同类产品。在心脏外科发展的同时，

阜外医院的心外科和心内科一起进行了介入和杂交手术，使得心血管疾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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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更具个性化，也更合理和安全。

“从我到阜外医院的第一天起，我就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医护人

员。”翁渝国说。一直到今天，阜外医院为全国培养了无数的心血管专业人员。

阜外医院的几代宗师传授给他们的不仅是精湛的医疗技术，更多的是医道和

医德。那些到过阜外医院进修的医护人员都成为整个医疗行业中的佼佼者。

扬名海外

1981 年，35 岁 的 翁 渝 国 取 得 硕 士 学 位 之 后， 受 德 国 心 脏 中 心 院 长

Sebening 教授邀请，到慕尼黑 Ludwig-Maximilian University 攻读博士学位。他

的课题是当时新型的人工机械心脏瓣膜 Björk-Shiley 的临床研究。

因为是临床研究，所以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翁渝国每天的工作就是参加

各种手术。1981 年，德国的心脏外科也刚起步不久，全西德的心脏外科手术仅

10 000 例左右。初到德国，因为语言上的障碍，每天手术后，翁渝国还要参加

德语课程。刚开始，翁渝国做第二助手，一年后就成为第一助手。他三年取得

了医学博士学位。

毕 业 后， 经

Sebening 教 授 推 荐，

1985—1986 年， 翁 渝

国到位于巴伐利亚州

的奥格斯堡中心医院

心脏外科工作，并开

始 独 立 手 术。1987 年

应德国心脏中心（柏

林） 院 长 Hezter 教 授

的邀请，翁渝国到那翁渝国与其他学者创建德国柏林心脏中心，并任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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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工作，3 个月后从主治医师开始主管

了全院的心脏外科临床工作，担任德国

心脏中心（柏林）副院长。在那里，翁

渝国完成了无数复杂的心脏外科手术，

创造了许多医疗奇迹，保持着至今无人

能破的手术记录。

1981 年到德国初期， 他在慕尼黑

大学做临床博士。限于德国外国人法的

制约，他工作期满后就得离开。可那时，

他的业绩已经被同事们认可。就在他准

备离开医院时，同事们罢工了。 同事们

说：“如果翁走了，我们就不干了。”

从 1981 年在慕尼黑的德国心脏中

心开始，翁渝国在冠状动脉、心脏瓣膜、

复杂先天性心脏病和主动脉外科上得到了培训。1987 年后又继续在心脏、肺

和心肺移植及人工心脏上积累了临床经验。每天按 2 例手术计算，每年估计

他至少要进行 500 例以上的手术。

30 多年来，翁渝国完成了不少于 10 000 例手术。保守估计心脏移植 800 例，

肺移植 350 例，心肺移植 90 例，人工心脏 1000 例，各种复杂的先天性心脏

病如大动脉转位的 Switch 手术 350 例，还有左心功能发育不全的 Norwood 手

术近 50 例。翁渝国曾第一次在世界上成功采用心脏辅助装置治疗中末期扩张

型心肌病，是世界上独立完成心脏移植和使用人工心脏辅助装置最多的心脏

外科专家之一。

万例心内直视手术，这个数字是很多大医院历史上所有心外科医生手术

总和都达不到的。与他同台过的中国医生都惊叹于他手术的速度和精细准确

程度。他主刀，助手常常跟不上。当然，东方式的细腻加上西方式的胆量，

1995 年 10 月 18 日柏林报纸报道德国心脏中心
使用人工心脏救活病人，创造了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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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足以概括他的成功之道。有

助手评价翁渝国的手术：“漂亮，

到底是做过 1 万例的。” 

位于柏林的德国心脏中心隶

属洪堡 - 自由大学，是欧洲最大

的心脏中心。该中心创建于 1986

年，翁渝国是中心的两个创始人

之一，也是中心不可或缺的灵魂

人物。身为中心技术副院长的他，

也是唯一的副院长。

1997 年底，德国的《世界日

报》以整版篇幅报道了这位中国

心胸外科医生在德国创下的几项

世界第一。德国权威媒体都进行

了报道。

翁渝国曾救治过一个 21 岁的

德国姑娘。她先后接受过两次手

术，但是术后心力衰竭症状仍很

严重。当地医院束手无策，就转

给翁渝国做手术。手术用了大概 8 个小时，术后 3 天她就出院了，一个月后就基

本恢复了健康，现在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后来，病人见到他，只知道抱着他

流眼泪，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举重若轻

曾有见过翁渝国的记者这样描述他：眼神专注而明亮，散发着让人不自

1998 年，欧洲第一台机器人在德国心脏中心
启用（中为 Hetzer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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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就能安心的强大气场。他的一双手格外突出，“精巧干练，属于当外科医

生最好不过的那一类。”一些极为复杂的大手术，在翁渝国手中常常举重若轻。

翁渝国的手术模式通常被德国人认为是绝对标准。翁渝国的一个中国学

生曾经跟一位德国医生上手术，觉得德国人做得不太对就指了出来。德国人

回答：翁就是这样做的。殊不知翁渝国的手术操作已经到了没有一定之规的

境界。手术的成功和手术的效果让翁渝国的名气越来越大，经常有特殊的人物，

如世界冠军、著名演员、政府要人，要翁渝国为他们做手术。

这些年翁渝国一直关注国际最前沿的科技进展，然后通过实践有分析有

选择地尝试。他说，大学只是教给你基本的医学知识。至于将来你干外科还

是内科都要靠你自己不断的努力。仅仅读书是不够的，但也不要片面理解外

科医生就是实践。要经常浏览世界上先进的医学期刊，比如外科医生就要浏

览外科期刊，不一定篇篇都看，要有选择地看。要涉猎得多一点，拓宽自己

的知识面。

此外，对心脏外科医生来说很要紧的是要多出去看看，中国医生相对缺

少这样的机会。每年要出去开会，争取参加世界各地一些大的心脏会议和综

合会议。闭户不出，只在一家医院里或只在一所大学里面，容易近亲繁殖。

中国医生不是要出去一年两年或者是几个月，而是要经常短时间地出去走访。

阜外医院对人才的培养和老师们的无私传授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多年

来，翁渝国邀请了 800 多位来自全国各省（含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

的心血管专业人员到德国心脏中心进修，最长的进修时间达 10 年，共计培养

了 20 位医学博士，这些医护人员现在不同的岗位起着骨干作用。德国心脏中

心和全国（含中国台湾）各省的医院建立了协作联系。翁渝国像自己的老师

一样将技术倾囊相授，不隐藏、不保守。

1999 年 8 月，他在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讲学时了解到，该院为

福鼎市点头镇的一对 45 天的胸腹连体婴儿施行了分体手术。术前，连体婴儿

只有一个肝，一个心包，心脏紧贴，胸膜紧贴，胸骨、肋骨和膈肌连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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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术后，其中

一个婴儿需手术

矫正。这婴儿的

气管切开不能拔

除，胸腔狭小，

先天性房间隔缺

损、室间隔缺损、

心脏严重畸形。

翁渝国主动提出

接患儿到德国，

并为他免费施行了 5 个小时的心脏修补手术。他半夜随救护车到机场接婴儿

及其母亲和婴儿的医生，为他们从吃到住都安排妥当。这事一时被德中双方

的报界、互联网广为报道。

有人将外科医生归类为三种：一种是创造手术的；一种是学习手术的；

还有一种是学也学不会手术的。国内一位著名的心脏外科专家看过翁渝国教

授的手术后说：翁渝国就是那种能够创造手术的人。 

� 文 / 许奉彦

1995 年，在柏林报纸上，翁渝国被誉为“长着一双金手的外科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