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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力量铸就阜外品牌

1974 年 11 月 8 日，一位被严重心绞痛折磨得痛不欲生，50 多岁的太

钢烧结厂的副厂长，成为我国接受冠脉搭桥手术的首例患者。手术非常成

功，这距世界上第一例冠脉搭桥术也仅仅晚了六七年。

这一天，是值得在中国心血管外科史上标记的一天。中国冠脉外科

治疗的历史，从此拉开了属于自己的辉煌帷幕。

这台由“上级领导”亲自督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我国首例

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由阜外医院郭加强主刀。实施手术的那一天，距郭

加强从下放江西省“五七”干校到紧急召回已 2 年零 4 个月。

那位患者术后一直健康生活，最后因肺病离世。

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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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得到了团队的有力支持

1972 年 7 月，“文革”期间，因侯幼临教授不幸病逝，使得阜外医院心

脏外科诊疗工作几近停顿，郭加强应召从江西省回到了阜外医院，临危受命，

主持阜外医院外科的日常工作。

当时，阜外医院技术人员散失，设备凋零，郭加强在党籍和职务均未恢

复的情况下，艰难地开始了恢复和发展医院心外科的工作。

借助十分有限的国外文献及零星来访的国外同行的介绍，郭加强基本掌

握了当时国际心外科的进展。

他发现我国心外科与国外的差距巨大，在心血管外科主要的 3 个领域——

心脏瓣膜外科、冠心病外科和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有许多空白。其中，“文

革”前刚刚起步的人工心脏瓣膜外科陷入停顿，冠心病外科和婴幼儿先天性

心脏病外科尚属空白。

为奋起直追，郭加强针对以上三方面，创建了三个研究组，领头开展临

床科研。第一个突破口就是冠心病。

郭加强曾说：“我们那时的干劲儿，在

如今的年轻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冠脉搭桥，怎么搭？无现成经验可循，

必须先拿动物“开刀”。可动物实验缺乏相

应的手术器械，连合适的针线都没有。他们

只好找来眼科手术器械，用人工打磨使之变

细后再使用。

郭加强及同道们不分昼夜，“每天一早

就抓狗、麻醉，然后开胸。手术一直做到下午，

晚上再看着狗，护理并观察记录。”

一年多之后，动物实验终获成功。该上 1951 年时的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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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了，可在那个唯恐业务冲击政治的年代，上级领导对冠脉搭桥上不上临

床三缄其口。幸而当时医院的军代表是一位敢于担当、富有正义感的老同志，

站了出来，表态“放行”，手术才得以实施。

忆及当年，郭加强曾多次表示对这位军代表的感激之情。他说：“庆幸

得到了团队的有力支持。”心外科绝不是孤立的，如果没有心内科的陶寿淇、

陈在嘉、刘力生，影像科的刘玉清及麻醉、循环、监护等科室的一大批同道

的鼎力支持，他们不可能取得成功。

“那时的合作精神、奋斗精神才是最值得珍惜的宝贵财富！”

军人的拼劲

1951 年，郭加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他的“入行”并不早，直

至 1958 年，完成住院医师培训的他，35 岁才拿起了心脏外科的手术刀。但

在我国著名心外科专家侯幼临教授的悉心指导下，聪明又勤奋的郭加强很快

上路了。

1957 年，在解放军胸科医院与医护人员合影，第二排右五为郭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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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由于吴英恺、尚德延、侯幼临、郭加强等教授们

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的工作，阜外医院当时的心脏外科和体外循环水平与国

际发达国家差距不大。

正当全国心脏外科开始腾飞之时，“文革”开始了，刚刚起步的新中国

心外科事业七零八落。在此期间，大部分医院都被迫停止了体外循环手术，

阜外医院 1966 年全年只做了 4 例体外循环手术。

郭加强同许多同道一样，被下放至江西省永修县卫生部干校。

郭加强曾是印缅远征军的一员，参与过当时保卫抗日补给生命线印缅公

路的战斗，又曾作为南京中央大学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参与南京解放，还曾

参加过朝鲜战争手术队，并荣立三等功。

凭着军人的拼劲，正义感，担当的勇气，在 1973—1977 年，他建立了冠

心病外科组、心瓣膜组及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三个研究组，亲任组长并直接

参加临床科研工作，取得了一系列

成就，创下了 19 个令人赞叹的中

国心血管外科“第一”。

除冠状动脉搭桥术外，郭加强

还先后成功开展了我国第一例室壁

瘤切除术、2 岁以下小儿心内直视

手术、1 岁以下婴幼儿和新生儿心

内直视手术；首次开展了先天性冠

状动静脉瘘修复术等多种手术，创

建了我国第一个液氮保存的同种瓣

膜和血管库并将同种血管和瓣膜应

用于临床，首次成功完成了完全性

大动脉转位行动脉 Switch 等手术；

首次将同种带瓣血管片应用于法洛
1974 年 11 月，郭加强主任（右 2）正在实施我国首例
冠状动脉搭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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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症根治术；首次在国内矫治心尖—降主动脉的复杂畸形，成功开展国内第

一例胃网膜右动脉冠状动脉搭桥术等新技术，使阜外医院冠心病外科在国内保

持了领先地位，为我国冠心病外科逐渐接近国际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专题组记者采访时曾提问：“你有一段长时间

的体力劳动，而且有很长时间没有具体接触手术，哪来的勇气去开展这些新

的手术？”

那时郭加强回答是：“不少的外国专家到阜外医院访问时，总是提三个问

题：你们搭桥手术做没做过？心脏换瓣手术做没做过？婴幼儿先天性心脏病的

手术做没做？我们几乎哑口无言，确实没做过，当时觉得太憋气了。阜外医院

的同道们对这个事情的印象非常深刻，于是我们就想办法，我们必须得做。”

院办公楼的干部都记得，每天早上六点多钟，郭加强会骑着那辆“轰轰

轰”响的燃油自行车，从家里到医院，在隆冬时节的北方，许多人还在熟睡时，

郭加强就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郭加强的另一位得意门生吴清玉（清华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也曾表示过，郭院长一天到晚一刻不得闲。早晨大家刚

来上班，就发现他早已经开始工作了。

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全国心血管病治疗年手术量尚不及心血管病患

者需求的 1%。特别是那些来自边远地区、在阜外医院等半年甚至一年都做不

上手术的患者，这些患者无助的眼神深深刺痛了郭加强的心，他根本看不得

患者受罪。

他想，自己从学生时代起就投身革命，图的不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

益吗？他发誓：“一定要将阜外医院领先的技术传播出去，造福于更广大的

人民群众！” 

郭加强任阜外医院院长期间，惜时如金，是医科院系统出了名的“不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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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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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院长”。更多的时

间被他用来投入到了

医疗教学的第一线。

“为老百姓好”

一直是郭加强奋斗终

生 的 目 标。 于 是，

1982 年，他做了一个

提高全中国心脏外科

水平的工作：成立中

国心血管技术协作培

训中心。他要为老少

边穷地区培养一大批技术干部，留下一支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他领导的培训中心与全国 26 个省市的 103 家医院形成技术协作网络。通

过派出技术队伍、培训当地专业人员及向基层推荐国外专家和技术等措施，

促进全国 44 家医院建立了心外科，使 30 家医院“文革”中被停用的心外科

得以复苏，29 家医院已经解体的心外科得以重组和发展，培养了各类心血管

外科专业人才 2000 余名。为数十万心血管患者解除了痛苦。

沈宗林教授曾回忆道：“那时老师带我们各处跑，没有一分钱报酬。许多

地方条件很艰苦。像云南个旧，我们从昆明坐一晚火车到了那里，洗把脸喝碗

稀粥就上台了，手术五六个小时站在那儿，靠什么支撑？靠的是精神力量！”

另外，郭加强还以创建中国第一、亚洲领先、世界一流的心脏中心为目

标，先后派出 321 人出国进修和参观访问；共接待来自 33 个国家 423 批 2326

人次外宾参观访问；先后聘请了 6 个国家 10 位著名专家、教授担任医院的名

誉顾问或教授，为医院的人才培养、扩大阜外医院在国际上的影响做了大量

的工作。

2012 年，阜外医院成为了国家心脏病中心，据介绍，阜外医院能够申请成

郭加强在中国心血管技术协作培训中心十年工作总结暨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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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级心血管病中心有几个“硬指标”：一是，阜外医院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心

血管技术的排头兵；二是，郭加强教授当年创立的中国心血管技术协作培训中

心多年来为国家承担提高全国心脏外科、内科诊治水平的工作；三是，郭加强

教授主导成立的卫生部心血管病防治研究所，为国家承担了心血管疾病的预防

工作。

郭加强及老一辈专家同道们所取得的一系列开创性成就，使阜外医院成为

了全国一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级心血管病专科医院，进一步奠定并铸就了

“阜外”品牌的辉煌。

一拨比一拨水平高是历史的必然

谈到现在的人才培养，郭加强曾说过：“要注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

问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拨比一拨水平高是历史的必然。如果大家多注意

2001 年部分学生给郭加强教授庆祝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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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那么团结和协作就会做得越来越好。”

郭加强自 1992 年从院长岗位上退下来后，就有意识地离开自己工作多年的

阜外心外科，不在这里看病，也不在这里做手术。医院曾有意把他聘请回来

做顾问，但郭加强拒绝了。他认为，既然选出了新院长，就该信任他。他把

自己全部的时间用在中国心血管技术的培训上面。

郭加强在传授技术和经验的同时，更注重学生人文和求学精神的培养，

经常告诫学生们：“从医，为官，首要的是学会做人。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

培养自己宽阔的胸心。要以一颗仁爱之心对待患者，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

到急患者之所急，这才是激励你们不断探索的永久动力。”

郭加强的儿子郭小平曾说过，性格有些内向的父亲平时不苟言笑，即

便是关系很近的朋友来了，也不会或不习惯于兴高采烈、滔滔不绝地聊上

半天。但是，当工作中出了纰漏，他一定会首先站出来承担责任，同时宽

恕下属。

“如果问家父最厌恶的是什么，一定是那阿谀谗陷，媚上欺下，无能

却霸道的恶习、世俗。与之相反家父待人平等，尤其同情患者和弱者。”

郭小平记得，父亲多次跟他讲，那些贫困孤弱的患者及家属不易呀，来了

的，可能倾家荡产，还有许多来不了的，不是短命就是苦命。因此在治疗中，

他尽量从患者的长远利益着想，减少他们精神和经济上的负担。

郭加强更是对学生言传身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学生们：在治学的

道路上，一定要不畏艰难，勇于开拓。

郭加强一生共培养了 26 名研究生。这其中包括：德国柏林心脏中心副院

长翁渝国教授，原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现天津泰达心血管病医院院长刘

晓程教授，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吴清玉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何国伟教授，还

有中国工程院院士、阜外医院现任院长胡盛寿教授。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阜外医院和全国各地，亲聆他的教诲，由他

手把手教导的学生成千上万，他们许多已成为各自岗位的业务骨干、医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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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采访中，记者说，有人认为，选择做心

外科医师就等于是上了贼船。

郭加强则认为，假如在船上也能够很投入的话，就不觉得是贼船，但上

去就后悔了，那就没办法了。

记者又问他：“您不后悔吗？”

郭加强说：“我不后悔。” 

 整理 / 线媛媛

阜外医院举办的心血管外科三十五年学术研讨会之际，曾在阜外医院工作过的同志与郭加强院长合影。一排
右 2 李平、右 3 陈宝田、右 4 郭加强、左 3 谢英奎、左 2 薛淦兴、左 1 张惠兰；二排右 1 萧明弟、右 2 吴
清玉、右 3 杨能善、右 4 林训生、左 4 陈其发、左 3 胡秉忠、左 2 何梅仙、左 1 刘淑媛；三排右 1 殷国森、
右 3 李功宋、右 4 宫殿富、左 1 唐承君、左 2 葛振锋；四排右 1 沈宗林、四排右 2 顾承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