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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翁心植（右）上初一
时和同学留影。

1981 年，
翁心植（中）在
国际吸烟与健
康大会上。

▲1997年，翁心植（中）在世
界烟草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1946年，翁心植任内科住
院医师。

1941年翁心植获理学学位

宁波多人才
翁氏一门三院士

近年来，网上关于宁波院士的讨论
越来越多。截至 2018年，甬籍院士人数
已达 116位，稳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
为何宁波孕育了一大批院士，甚至被称
作“院士之乡”？显然，这与宁波崇文重
教的传统密切相关。自古宁波就是出人
才的地方，历代各类人才绵延不绝。近
现代以来，宁波科学家更是群星璀璨。
其中，翁氏三院士———翁文灏、翁文波、
翁心植，恰如三颗亮星构成的大三角，
熠熠生辉。

翁家原为绅商家庭，到翁文灏这一
代时，开始接受西式教育。翁文灏先生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地质学“海归”博
士，也是我国地质学的奠基者之一。继
堂兄翁文灏之后，翁文澜、翁文波等相
继漂洋过海，追求科学并卓有成就。翁
文波先生是我国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与
测井、石油地球化学事业的创始人。而
翁文澜先生则在近代“医学救国”的思
潮影响下，选择医学作其终身的事业。

在父亲翁文澜的影响下，原本心仪
化工专业的翁心植，于战乱之中最终选
择到燕京大学医预系学习，随后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在这个
“医学家的摇篮”中，翁心植打下了坚实
的医学理论知识基础，为未来从医做好
了必要的准备。

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
学院再无宁日。战乱之中，生存尚且不
易，何谈学习？可是，翁心植刚刚走进医
学的殿堂，怎能轻易放弃学医？于是，在
家人的支持下，他前往上海就读圣约翰
大学医学院。不过，习惯了“见面讲英
语，行路带小跑，办事死规矩”的“协和
标准”，翁心植不愿意在松散随意的圣
约翰大学虚度光阴。不久，他又转到素
有严谨、勤奋校风的上海医学院就读。
只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半年之后，上
海医学院也被敌伪控制。翁心植决定到
大后方去学医。从沦陷区上海到国统区
成都约 2000公里路程，翁心植坐火车、
徒步、搭乘汽车甚至货运车，还要乔装
打扮、过封锁线、躲避检查，用了整整 34
天终于到达中央大学医学院，就读一个
学期后又集体转入华西协和大学医学
院。一年后，翁心植作为实习医师进入
重庆中央医院学习，时值应元岳、乐文
照等教授亲自教导，谆谆诱导式的教学
查房使他对内科愈发感兴趣。

个人命运从来都是和国家命运紧
密相连，在战争时期尤其如此。正在实
习的翁心植需要去青年远征军服役两
年，经变通后转往重庆寸滩第一后方医
院实习。由于表现出色，内科主任王辨
明教授在调往重庆相国寺陆军医院时，
就带上了翁心植，并任命其为内科代理
总住院医师。

历尽坎坷，辗转大半个中国，先后
就读 6 所大学，在 4所医院实习，进入
燕京大学 10 年后，也就是 1946 年 7
月，翁心植终于获得华西协和大学医学
院毕业证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授予
的医学博士证书（1922年至 1949年，华
西协和大学医科毕业生同时获授美国
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证书）。

功底显锋芒
诊断首例高雪氏病

知识是经验的产儿，特别是在医学
这个充满经验的领域。

1947年，北大医院内科病房收进一
个 15岁的男孩，出现不明原因的脾肿
大伴贫血、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等“班
替氏病”症状。可是，按照大夫提供的
“班替氏病”治疗方法进行诊治后，患者
病情并不见起色。年轻的翁心植不禁对
诊断产生了怀疑，他详细了解了患者的
病史，当得知其哥哥、妹妹也有类似病
情后，猜测患者罹患的可能是罕见的遗
传病———高雪氏病。

当时，我国尚未有过任何关于高雪
氏病的报道。那些临床经验丰富的大
夫、教授大概也从未想过，这个初出茅
庐的住院医师居然会质疑他们的诊断。
甚至有人不屑地说：“真要是高雪氏病
的话，可以把这个患者送到故宫博物院
展示去了。”

经验能避免错误，但同样也会带来
新错误啊！翁心植坚持给患者做了骨髓
穿刺，所获涂片中果然发现了高雪细
胞，且血清酸性磷酸酶明显增高，高雪
氏病确定无疑。翁心植随即给患者进行

了脾脏切除手术，术后很快康复，目前
仍健在。

一个好医生，应当从病人的现象以
及他的症候群，推断可能的病症，再加
上病理检查，最终予以确定。正是靠着
大胆猜测、小心求证，翁心植不断攀登
医学的高峰，相继在黑热病、肺吸虫病、
血吸虫病等疾病的临床诊治上取得丰
硕成果，甚至在白塞病、冠心病等心血
管疾病的诊治上再创辉煌。

曲径可通幽
发现雄性激素与冠心病的关系

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7 年的报道，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的头号死因，每年死
于心血管疾病的人数多于其他任何死
因。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脑血管疾
病等各种心脏和血管疾患。早在上世纪
50年代，就有大量研究表明，高血糖、高
血脂和吸烟是导致冠心病的主要危险
因素。

除了这些因素，是否还有其他重要
因素呢？翁心植注意到，临床上服用雌
激素可以预防冠心病，也可降低患冠心
病妇女的病死率。那么，雄性激素是否
也与冠心病有关呢？他联想到我国民间
有阉公鸡、劁公猪的习惯，通过割去公
鸡或公猪的雄性生殖器，动物会变得肥
胖多脂，能卖个好价钱。这意味着，雄性
激素可能与高血脂有关。

可是，怎么能够证明人体也有类似
的规律呢？他又想到了我国封建皇室遗
留下来的特殊人群———入宫前被彻底
阉割的太监。解放后，我国的最后一批
太监集体居住在一个特殊的敬老院里。
经有关单位协助并征得太监同意后，翁
心植于 1961年开始深入研究雄性激素
与冠心病的关系。如其所料，他发现长
期缺乏男性激素可引起血清胆固醇、中
性脂肪增高，使动脉粥样硬化易于发
生。而对太监补充雄性激素后，其血清
类脂质有所下降并趋于正常。

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证实上述推
论，翁心植又将做了去睾术的雄性家兔
与正常雄性家兔作对照，进行了一系列
动物试验，再次印证了补充雄性激素可
以防治冠心病的设想。随即，翁心植又
进行了人体对照实验，证实应用睾酮剂
或肌肉注射睾酮制剂对于老年男性冠
心病患者具有较好的效果。不过，由于
后者具有较大副作用而妨碍了其本身
的应用。
“若无某种大胆放肆的猜想，一般是

不可能有知识的进展的。”翁心植在雄性
激素与冠心病方面所作的一系列研究，在
当时的医学界引起了一阵轰动。对此，他
如此总结，“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
积极实践，善于总结，提高到理论水平后，
才能有所发现和有所创新。”

滴水终穿石
创建呼吸疾病研究所

提起北京朝阳医院，人们最熟悉的
莫过于“这是北京最好的呼吸内科医
院”。即便从全国范围来看，朝阳医院的
呼吸内科也是数一数二的。殊不知，在
上世纪 60年代，朝阳医院还被老百姓
用谐音讥称为“遭殃医院”。正是在翁心
植等一代又一代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
力下，朝阳医院逐步发展壮大。以肺心
病防治为契机，翁心植效仿美国医学中
心呼吸衰竭监护组，于 1975年在朝阳
医院率先建立了危重肺心病监护病室，
显著降低了住院肺心病患者的病死率。

通过对肺心病的深入研究，翁心植
意识到肺心病虽属心脏病，但根源却是
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或其他肺部疾
病。于是，他把自己的研究从肺心病拓

展到整个呼吸系统。通过不懈努力，
1979年，花甲之年的翁心植终于在朝阳
医院创建了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室，开
展了各项基础研究工作，并陆续获得卫
生部、北京市等多个省部级科技奖项。
“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

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翁心植对此深
有体会。1986年，北京市呼吸疾病医疗
研究中心在朝阳医院成立，翁心植任中
心主任。抱着对业务精益求精、不断进
取的精神和对病人的满腔热忱，翁心植
坚定执著，一步步地推进呼吸疾病研究
的发展，使之终于迈上新台阶———1999
年，原先局属的呼吸疾病医疗研究中
心，升格为市属的北京市呼吸病研究
所。翁心植也成为我国首个将呼吸专业
从大内科分离出来的人。

有记者曾问翁心植：从 1979年开
始，一直在为成立这样一个研究所而四
处奔波呼吁，到了 1999年才有了结果。
20年的时间相当漫长，为什么要如此执
着地去争取办这个研究所呢？

翁心植的回答是这样的：“长期以
来，一般的医院和医生都是有‘心’没
‘肺’，只注意‘心’的毛病而不重视‘肺’
的毛病，所以各省市都有心脏病研究

所，却没有呼吸病研究所。事实上，国际
上也是研究心脏病的进展比较快，对于
呼吸病的进展比较慢。但是，呼吸病发
病率很高，应该重视。所以，我觉得要成
立一个呼吸病研究所。”

的确，长期以来，呼吸病的研究在
整个医学界都是不被重视的。可是，翁
心植注意到，呼吸病与心脏病等“富贵
病”不同，在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
中死亡率尤其高。“医务工作者除了要
有过硬的业务技术外，更要有一颗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这是基本的、必
备的条件。”翁心植从人民的需要着眼，
以高瞻远瞩的格局与视野，推动了呼吸
疾病研究所的成立。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春，一场可
怕的“非典型肺炎”（SARS）突然袭来，严
重威胁到全国人民的生命健康。SARS
流行期间，北京市呼吸病研究所发挥了
极其重要的作用。
“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

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
历史。”我国呼吸学科的发展大概分为
结核病、肺病和泛呼吸肺学三个阶段。
作为我国现代呼吸病学发展第二个历
史阶段的领军者，翁心植以“我国慢阻
肺和肺心病防治中的学术和业务之
魂”，成就了其在呼吸学界的历史地位。

上医医未病
发起控烟运动

要说世界上最广为人知又最没用
的口号，“吸烟有害健康”恐怕位居榜
首。这个道理在如今看来人人都懂，但
回溯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人还
未意识到吸烟对人体是极为有害的，普
遍认为吸烟是正常的生活习惯和嗜好，
是一种很好的社交应酬手段，也是一种
不错的休闲消遣品。那时候要是在街头
劝导人不要吸烟，很可能会引来嘲笑甚
至讥讽。

当年，翁心植基于多年来对心血管
病、呼吸疾病的研究，愈发意识到吸烟
有百害而无一益。面对我国吸烟人数众
多、由吸烟致病甚至致死人数居高不下
的状况，作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
者，翁心植深感痛心、忧虑。
“一名大夫，除了为个体看病之外，

如果能从人群水平、在更大范围内防治
疾病，则为上医上善。”怀着发自内心的
社会责任感，翁心植开始不遗余力地投
入到全国范围内的控烟运动之中。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他给时任卫生
部部长崔月犁写信，建议成立专门组织
领导全国开展控烟工作。次年，经国务
院批准，卫生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
于宣传吸烟有害与控制吸烟的通知》，
控烟宣传在全国勃然兴起。
“行动，只有行动，才能决定价值。”

这是翁心植常说的一句话。
在翁心植的影响下，崔月犁终于

在 1978 年戒掉了抽了 33 年的香烟；
一次，翁心植在市人代会上看到市长
点了烟，马上递了张小纸条到主席台，
希望市长带头宣传吸烟有害，市长看
到纸条后，当即把烟掐了；第一次与准
女婿见面，翁心植就说“做我的女婿，
不准抽烟”。

在翁心植身体力行的督促和推动
下，我国的控烟运动艰难而顽强地起
步了。

只有全面掌握我国吸烟人群的相
关情况，才能提供精准的控烟工作方
向、准确评估控烟运动的成效。为此，翁
心植主持开展了全国 50余万人的吸烟
情况基线调查，搜集基础资料。这不仅
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也是当时
世界上所有吸烟与健康流行病学调查
中，人数最多、地域最广、统计数据最全
面的一次调查。
“任何一种观念，都不是一朝一夕

所形成的，观念的改变，更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翁心植明白，想要实现人人
“以不吸烟作为正常社会生活准则”，绝
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进行长期的、坚
持不懈的宣传和教育，还要结合必要的
行政措施和立法手段才能成功。

在他持之以恒的努力下，中国第一
个吸烟与健康协会———北京市吸烟与
健康协会，于 1987 年宣告成立；1989
年，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或健康合作中心
移至朝阳医院；1990年，中国吸烟与健
康协会宣告成立；1991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烟草专卖法》，“国家和社会加强吸
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禁止或者限制
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吸烟，劝阻
青少年吸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正式
写入法律。

翁心植在我国乃至国际控烟方面
所作的努力和成绩，让我们离清洁健康
的无烟世界更近了一步。1989年 5月
31日，在第二个“世界无烟日”这一天，
翁心植荣获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WHO）颁授的“烟草或健康纪念奖”，并
被称为“中国控烟之父”。2001年，翁心
植再次荣获WHO颁授的“烟草或健康
纪念奖”，这也是迄今为止两度获此殊
荣的唯一一人。

时至今日，控烟工作依然举步维
艰。可以想象，几十年来翁心植开展控
烟工作是多么不易。然而，他始终相信，
“这是一项有益于人民、造福子孙后代
的伟大事业。若干年后，我们今天所做
的努力将会被社会所肯定，人民会感谢
我们的”。

1996年，中华医学会决定提名翁心
植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推荐材料
中称，“翁心植是我国医学界公认的继
张孝骞之后、在内科界博与深兼备的最
负盛名的医学专家”。

2012年，翁心植不幸离世，内科界有
人感叹：“翁心植一去，内科从此无大家。”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博士研究生）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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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

之
际，

让
我
们
再
次
解
读
其
历
史
贡
献，

感
悟
其
家
国
情
怀，

传
承
其
精
神
文
化。

这
是
对
翁

先
生
最
好
的
纪
念，

也
是
历
史
给
我
们
最
好
的
馈
赠。

翁
心
植：

百
年
寿
翁

上
医
上
善

姻
温
菲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曾经说过：“只
要生命还可珍贵，医生这个职业就永
远备受崇拜。”恐怕没有其他任何职
业，可以像医生一样如此关乎人命。如
果可以把医生这个职业做好，成为一
位好医生，那么他一定会得到人们的
爱戴和赞美。

翁心植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好医
生。从医 70余年来，他博精兼备，治病
救命，书写了一代医者的传奇。在他看
来，病人把生命交给医生，那么医生在
诊治工作中，一定要一丝不苟、如履薄
冰。把这件关乎人命的工作做好，并不
容易。

回顾翁先生的医学生涯，我们可
以感受到这样一位传奇医者大抵是这

样炼成的。
首先是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专业

训练。医生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工
作，而他从医之前所接受的教育状
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日后在医
学道路上的成就。纵观我国医学界泰
斗，几乎都接受了最好的医学训练。
翁先生也不例外，他早年就读北京协
和医学院，后因战争原因辗转就读于
多所学校，历尽坎坷最终获得医学博
士学位。在实习阶段，他就因出色表
现而崭露头角。更难得的是，在求学
期间遇到多位良师益友，对其日后发
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是注重实践、勤于思考总结。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于

医生而言，只有在实践中运用能力，才
能认识并提升自己的能力。正是在一
次又一次的门诊、化验、手术、查房、病
例分析过程中，医生的医术得以彰显
和提升。翁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
眼里，病人是一座熔炉，有了他们，医
生才能将理论知识炼成宝贵的临床经
验；在他心里，是成千上万的病人助他
攀上了医学事业的巅峰。

最后是一颗兢兢业业为病人服务
的心。医学是一门献身于维护人民健
康的事业。著名内科专家张孝骞有言：
“救死扶伤，解除病人痛苦，维护病人
健康，是医务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医务
工作者除了要有过硬的业务技术外，
更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心，这是基本的、必备的条件。”翁先生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始终拥有一颗
善良仁慈的心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这
也是他能够在医学上取得突出成就的
内在动力。

翁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我这一辈
子最高兴的事情，是在路上遇见一个
人，一个不认识的人，他叫我翁大夫。
我说：你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你？他
说哪年哪月我得了什么病，你给我治
好了，现在我身体挺好，谢谢你！听到
这种消息，我是最高兴了。”

大医至爱，大道至简。这就是翁先
生的医者传奇。

用“心”书写医者传奇
姻温菲

临床医学家，内科学与呼吸病学
家，中国控制吸烟运动开创者。

1919 年 5 月 10 日出生于浙江宁
波，1937 年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医预
系，1940年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1942
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停
办，先后辗转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
学院、上海医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成

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1944年在重
庆中央医院进行内科实习。1945年被
征调到国民党军队及军医院，其间担任
重庆相国寺陆军医院内科代理总住院
医师。1946年获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
毕业证书及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授予的
医学博士证书，同年参加工作。

1947年在北大医院任职期间，发现

和诊断了国内首例高雪氏病；1949—
1957年任职于北京人民医院，创建了用
于诊断黑热病和血吸虫病的简制抗原
方法；1957—1965年任职于北京友谊医
院，在世界上首次报道了白塞病并发心
脏瓣膜损害；1965年起在北京朝阳医院
工作，组织开展了中国人体温调查；
1972年开始参与组织全国肺心病防治

协作研究，率先将肝素用于肺心病治
疗；1975年首创肺心病监护室；1978年
起在国内倡导并长期致力于控烟工作，
两度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控制吸
烟金质奖章。

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06年获中国呼吸医师终身成就奖。

延伸阅读

翁心植（1919—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