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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薛淦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1958 年分配到阜外医院工作，

是阜外医院法洛四联症攻关组核心人员。

1970 年，薛淦兴来到海拔 3000 米高原小镇德令哈，他发现当地先

天性心脏病发病率高，却没有就医途径，在当时海西自治州人民医院最

先进的诊疗设备只有心电图机的情况下，通过他的推动和努力完成了几

百例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

1979 年，花甲之年的薛淦兴调回阜外医院，协助郭加强教授编写了

《心脏外科技术图谱》，与朱晓东教授共同主编了《心脏外科指南》。

1992 年，年过古稀的薛淦兴带领十几位专家前往邢台，与邢台市第

沉下心来做事

薛淦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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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院合作创建了冀南地区第一家心血管病医院。他率先创办心脏手术保险，

解除患者家属的后顾之忧，这种方法后来也被阜外医院沿用至今。

2002 年，阜外医院与郑州市铁路中心医院合作，83 岁高龄的薛淦兴再度

出山，在学科建设和团队培养方面做了大量的管理工作。

在阜外心外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薛教授是我们的‘救火队员’”。

外科手术时，谁遇到问题了，只要把薛教授叫来，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年轻的心脏形态研究专家

1950 年，薛淦兴从湘雅医学院毕业，此后 3 年，薛淦兴在湘雅医学院先

后任解剖学助教和外科住院医生。1954 年他由国家选派赴莫斯科留学，成为

苏联医学科学院外科研究所心脏外科研究生，专门从事先天性心脏病的病理

形态学研究。通过 204 具新鲜尸体解剖对心脏结构的观察，薛淦兴发现了心

耳形态的规律，即右心耳三种基本形态、左心耳五种基本形态，并对照临床

参加手术时，发现心脏解剖与心脏手术径路的关系。

1958 年，薛淦兴获医学副博士学

位毕业，由卫生部分配至新建的阜外医

院心脏外科工作。

20 世纪 60 年代，阜外医院与北京

市儿童医院病理科协作，对该院 4450

例小儿尸体中发现的 451 例先天性心脏

血管畸形标本进行了观察分析，提出了

先天性心脏血管畸形病理形态分类方

案，并利用各类畸形心脏做成标本，经

过不断补充和教学实践，形成教材，用

于指导临床教学、科研及人才培养。
1963 年，薛淦兴教授（右 1）和支启华医师（左
1）切磋心脏病理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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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作为阜外医院法洛四联症攻关组核心人员，提出右心室流出道疏通

的手术技术改进意见，为法洛四联症外科根治术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开展青海高原心脏手术第一人

“文革”期间，和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薛淦兴作为“6.26”战士，

下放到青海省海西自治州人民医院——地处西宁以西 500 余千米，海拔 3000

米的高原小镇德令哈，开始了他的牧区医师生涯。

“德令哈、德令哈，茫茫荒漠少人家，夏天飞沙冬天雪，任牛相伴走天涯”，

即使在今天当地的生活条件依然相当艰苦。据当年和薛淦兴一起工作的当地

同事回忆，当时的州医院除了听诊器、血压计外，最先进的诊疗设备只有一

台上海产的心电图机，是名副其实的既无设备又无技术人员的“双无医院”。

在海西州人民医院，薛淦兴发现当地不少牧民的孩子患有各类先天性心

脏病，尤以动脉导管未闭最为多见，他考虑高海拔缺氧可能是疾病的诱因。

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不顾年过半百及高原反应，带领同事们先后到天峻、

都兰、乌兰、大柴旦等地进行巡回医疗，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原上，亲自

1960 年，宋钦惠副院长（右 2）、薛淦兴（右 1）、黄宛（右 4）与来院访问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左 1）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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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牧民的帐篷检诊患者。

当地的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远高于内地，甚至一户人家多个孩子同患病，

且合并不同程度的肺动脉高压。这些患儿家庭大多经济困难，加之不懂汉语

和路途遥远，无法到内地治疗。

薛淦兴经过深思熟虑，决心在当地开展先天性心脏病外科手术。在州委

领导支持下，海西州医院破天荒地引进了心脏外科的关键设备和器械。1971 年，

薛淦兴亲自主刀，为当地藏族同胞姐弟两人成功地实施动脉导管切断缝合术。

此后又先后成功地完成体表低温麻醉下房间隔缺损直视修补术和体外循环下

心脏直视修复术。

3000 米高原上心脏外科手术的成功，在当地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邻近

地区的患者闻风而至。在学生假期里，不仅每日手术连台，还出现两名患儿

共用一张病床的情况。在海西州医院工作的短短几年，薛淦兴主持完成了约

300 例各类先天

性心脏病手术。

作为海西州医院

心脏外科的创始

人，术前检查、

术后处理的细小

环节他都以身作

则、亲力亲为。

高 原 条 件

下，大气压低和

缺氧，使患者的

手术治疗存在潜

在风险，尤其是

那些合并肺动脉薛淦兴教授在海拔 3000 米高原开展心脏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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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的患者。薛淦兴大胆

创新，在州医院设计建造

了高压氧舱及与之配套的

常压病房，使患者既能在

高氧条件下接受治疗，又

能在类似于低海拔环境的

病区中康复。

薛淦兴在高原牧区医

院所做的工作得到青海省

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好评。

1979 年，他被调至省城西

宁市，具体指导和参与筹

建青海省高原心脏病研究

所（医院）并任副所长。

现在该单位已发展成拥有

高级人才、先进设备和技

术，医疗、教学、科研水

准省内领先的心脏病诊疗

中心。

薛淦兴在青海生活工作了将近 10 年，成为当地心脏外科的奠基者和寻路

人。一方面他亲自讲课，亲授技术，使青年人直接受益；另一方面他多次选

送当地医护人员到北京进修，培养了大量的技术骨干，其中不少人后来成长

为学科带头人和专业人才。

即使回到北京后，薛淦兴仍然关注着青海心血管外科事业的发展。他用

自身的影响力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前往青海讲学和指导工作，传授先进的理

念和技术。他还率领阜外医院的专家小组重返海西州医院，实施教学手术，

1987 年，薛淦兴（左 2）在手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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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当地医护人员和患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甚至在他退休三年之后，仍

有青海牧区的患者，千里迢迢慕名来到阜外医院专找薛淦兴看病求医。

创办多本杂志，笔耕不辍

1979 年，薛淦兴调回阜外医院，迎来了他一生之中医学科学事业的第二

个春天。这段时期，花甲之年的他，将主要精力和时间用在临床科研教学和

学术著述之中。他协助郭加强教授编写了《心脏外科技术图谱》，与朱晓东

教授共同主编了《心脏外科指南》，这两部数十万字的专业著作凝聚、积淀

了阜外医院老专家数十年的宝贵经验和丰富学识。此外，他在各类学术刊物

上发表了数十篇专业文章，对自己的理论知识

和临床经验做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

薛淦兴先后担任多家国内核心学术期刊

杂志的编委、副主编和主编，包括《中国循环

杂志》《中华外科杂志》《中国胸心血管外科

杂志》和《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等。为办好这

些期刊他呕心沥血、笔耕不辍。

这段时间，薛淦兴与郭加强、朱晓东教

授等一道先后出访澳大利亚、美国、苏联等国

家，也多次接待来中国访问的外国专家。向外

宾介绍中国心脏外科成就和进步，也注重学习

国外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并积极地将其介绍给

国内同行，充分发挥了学术交流的桥梁作用。

身居阜外医院这块学术高地，薛淦兴却一直关心和支持地方及基层医院

心脏外科的进步和发展。尽管年事已高，对基层协作医院的需求，他总是有

求必应，不辞辛劳地前去讲学、会诊疑难病例，以及主持或参加手术。

《中国循环杂志》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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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冀南第一家心血管病医院

1992 年，年过古稀的薛淦兴退休了，可他“壮心不已”，希望继续为心

脏病患者和心脏外科事业贡献余热。邢台是当年的革命老区，心脏外科尚属

空白，许多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当地领导求贤若渴，辗转找到阜外医院，

这个意向正好与薛淦兴先生的心愿不谋而合。他带领十几位北京专家前往邢

台，与邢台市第三医院合作创建了冀南地区第一家心血管病医院。

邢台地处较为贫穷的太行山东麓，建院时国家无资金投入，生存、发展全

靠自己。在这里，薛淦兴开拓了新的管理方式。他借鉴国内外医院管理的先进

理念和经验，设计和实施了“模拟股份制”的运作方式。建院伊始，在资金借贷、

设备购置、病区改建的初始环节，他就精心筹划、严格把关。对旧的管理和分

配制度大胆改革，消除弊端，制订出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成本核算和分配方案，

既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又充分激发了医院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和经济效益。他主动和保险公司协商，率先创办心脏手术保险，解除患者

家属人财两空的后顾之忧。这种方法后来也被阜外医院沿用至今。

据当时邢台的同事回忆，“每例手术前他便早早来到手术室做好准备，

或自己主刀或指导手术。术后就在手术值班室简单吃一碗方便面和一个荷包

蛋。针对术后患者，薛老

都要到监护室巡查，直到

患者病情平稳后，才到办

公室打个盹，半夜每二三

个小时还要看患者。”

他经常告诫全院职工

服务无小事、形象无小节，

并约法三章：不准接受吃

请、馈赠、劳务。这所医时任阜外医院院长高润霖前往邢台市心血管病医院洽谈合作



134

院被当地社会各界誉为“医疗界一方净土”“没有锦旗和镜匾的医院”。卫

生部领导视察后评价，“我经多方了解住院患者和家属，看到这所医院医德

医风是一流的，服务也是一流的。”

为了支持基层医院，帮助更多患者得到救治，薛淦兴开办了“鱼水工程”

的学术讲座和交流。曾经先后举办 20 余次国家和省级Ⅰ类学分讲座，形成以

邢台心血管病医院为中心数十家医疗机构组成的协作网。他多次热心地邀请

国内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前来邢台讲学，把最新的专业技术介绍给当地的同

行。每次他都是亲自设计课程，安排专家的生活和行程。

薛淦兴在邢台工作生活了 8 年，在他离任时，该院每年心脏手术达到

300 余例，成为冀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心血管疾病诊疗中心。

再度出山

2002 年 10 月，阜外医院与郑州市铁路中心医院合作，对其心脏外科中

心进行重新规划、设计。83 岁高龄的薛淦兴教授再次来到郑州，开始他的第

三次“创业”。在郑州，他从学科建设和团队培养方面做了大量的管理工作。

他还时时思考和总结邢台经验，希望能运用到郑州市铁路中心医院。

郑州市铁路中心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冯光强当时是一名主治医师，据他回

忆，那时医院每天有五六台手术，薛老每一台都会在场，从开始站到结束，

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针”，虽然不主刀，但只要主刀医师一有疑难问题，他

就上去指导，然后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有时碰到危急、重症的心脏病患者，

他就一直守着，直到患者病情好转才离开。

“当时薛老一个人住在医院附近一座家属楼的 5 层，常常深夜 10 点他才

回去。”薛老的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为了培养年轻医生，薛淦兴经常组织讲课，他的讲课很系统，准备好的

PPT 每一张都很清晰、透彻。同时他还专门聘请外籍教师，组织英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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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本人更是英语爱好者，经常翻阅英文书籍。他特别鼓励青年作者给期刊

投稿，无论是谁，都不厌其烦地为其修改稿件。“他的精力特别充沛，从没

看到他特别疲惫的时候。”冯光强说。

2005 年，薛淦兴因为身体原因返回北京。郑州市铁路中心医院心脏外科

中心从他来之前一年几十例心脏手术，到他回北京之后每年一二百例，且可

以独立开展复杂心脏手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沉下心来做事

“薛老帮助我养成了良好的诊疗和手术习惯。他做学问做人都值得我们

敬佩，是令人尊敬的老爷子。”这是笔者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只要一提到薛

淦兴的名字，无论是七八十岁的老专家，还是四五十岁的中青年骨干，无不

由衷地敬佩。

在阜外医院心外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薛教授是我们的‘救火队员’。”

外科手术时，谁遇到问题了，只要把薛教授叫来，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他总说：

“心脏解剖及各类心脏病的病理形态是心脏外科专业诊断、治疗的重要基础，

没有打好这个基础就不能做好手术。”看他做手术就是一种享受，如同上了

一堂解剖课，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他不遗余力地培养年轻人，耐心细致。记得有一次薛老问他学生一个问

题，不是特别难但却是不常遇到的问题，学生一时没答出来。薛老却说：“你

没能回答出这个问题，我感到非常遗憾。可能是我这个老师做得不够好。”

这反而让这位学生心里非常难受，感到无地自容。薛淦兴为国家培养了 6 名

硕士研究生，这些学生现多已成为心血管外科的知名专家。

他鼓励年轻人多写文章，主张文章要有个人观点和个人语言特色。通常

他把握文章大方向，如果有不对的地方，他会建议查阅相关书籍并修改。他

常说：“一篇文章 10 个人看 10 个人有修改意见，如果都照着改就没有了个



136

人观点、个人特色。”大多数时候他是引导思路，鼓励大家独立思考。

老人家有一颗永远年轻的心，一辈子都在追求新事物。

他 70 岁时考取了小汽车驾照，有可能是中国考取驾照最大年龄的人。因

为健康的原因真正赋闲在家时已是近 90 岁高龄，但老先生耳不聋、眼不花、

齿不摇，书报不离手，还经常上网关心新闻时事，下载一些文章和诗词。

他案头的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他看书喜欢做笔记，

一边看一边记录下来。每每学生们前来看望他的时候，便会拿出一本本书籍

或者是《参考消息》，有时还会读上其中的一段文字，然后抛砖引玉式地谈

些自己的看法，引起几位学生发表言论，参与热议。如果他有不同意见，会

拿出平时做的剪报，不慌不忙、有理有据地参与“辩论”……

永远能沉下心来做事，永远不急不躁，对信仰也好，对学术也好，都执

着追求着，打上时代烙印的这一代人，无可复制。

� 整理 / 闫金凤�陈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