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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外医院学科创始人奖获得者  

陈在嘉研究员

冠心病研究室主任（1983-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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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缓慢但有力地迈着步子，一边俯身寻找着纸杯，一边让我落座，然后又端

着杯子慢慢走回来。年逾八旬的陈在嘉穿着白大褂，坐在简朴的办公室里一把没

有扶手的椅子上，摊开双手，笑容挤出了皱纹，轻声问我道：“要问什么？开始

吧。”面对一位经历过太多生活沧桑的智者，我在仓促中开始了采访。从1952年

开始做医生，直到如今依旧每周两次例行查房，陈在嘉在医海里已沉浮六十余载。

动荡中，未来破土萌芽

1928年5月16日，陈在嘉诞生在武汉。陈在嘉有兄弟姐妹6人，她排行第三。

父亲陈本植是名会计师，为人正直清廉，在武汉工作，凭着微薄的工资，供养着

这个8口之家。母亲薛纫秋识字不多，却明事通理，相夫教子，一家其乐融融。

尽管家庭经济困难，但夫妻二人坚持让每一个孩子上学读书，大姐和小妹相差18

岁，大姐、大哥大学毕业后也挑起家庭经济的重担。在那个动荡与困难的年代，

这个普通职工家庭走出了6位大学生。

刚刚踏入小学的陈在嘉本在南昌上学，但日本侵华战争的烽火不久就弥漫到

这里，她家逃往临川，租住在姨妈家附近的两间小房内。一年后，南昌沦陷，全

家又搬到祖籍黎川。在这里，陈在嘉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高中则在迁往黎

川的临川中学上了三个学期，其余三个学期在赣县女中学习。那个年代学校临时

建在农村，用竹子削去节做瓦，竹片编成墙并在外面糊上泥巴。天冷的时候，饭

菜都是凉的，即便是冷菜冷饭学生们都吃不饱。晚自习时，学生们都是在菜油灯

下挑灯夜读。在赣州上学的三个学期，校舍条件相对好些，用陈在嘉的话讲：起

码不那么冷。但经常有敌机空袭，警报声响起，即熄灯、躲避，不能安心学习。

那时候，学校离家15里路，陈在嘉平时住校，到了周六便步行2小时回家，周日

下午再返回学校。15里路，一端牵恋着家，一端牵着理想。高三最后一学期因赣

州沦陷又回到黎川，在动荡中，她坚持着完成了中学学业。临川中学现名抚州一

中，已是逾百年的名校。

1946年，18岁的陈在嘉考入国立中正医学院。是理想？救死扶伤？陈在嘉坦

言，当初选择考入医学院并没有考虑到那些理想道义，也还没有学习过“为人民

服务”的崇高思想，她的理由很简单：只为学有所用。这样的理由在现在看来似

乎不易理解，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却是最朴实与无奈的选择。陈在嘉的大姐于40

年代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然而这样的高材生在那时却无用武之地，只能在中

学教书。陈在嘉的哥哥在大学的专业是化工，毕业时也在中专教书，后来辗转到

台湾一个制糖厂从事制糖，最后制糖厂也倒闭了。哥哥姐姐一直从事着与本专业

关系不大的工作，这让对化学颇有兴趣且成绩优异的陈在嘉放弃了报考化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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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念头，学医、做医生，起码能够治病救人。

进入大学，成为一名医学院学生，陈在嘉还来不及感受新生活带来的新鲜

感，紧张而繁重的学业便压在了肩上。中正医学院实行学杂费全免，陈在嘉又因

在考试中优异的成绩获得膳食公费资格节约了伙食费，自此她也结束了靠家里供

给上学的日子。

在中正医学院的前5年课堂及实验室学习时间中，陈在嘉可谓做到了“两耳不

闻窗外事”，“功课压得太紧，只顾闷头读书。”陈在嘉依然记得在学校学习时的

情景，“大学第一年授课还是中英文结合，第二年就变成全英文授课了。”1946年

正值解放战争初期，随着解放的步伐逐渐南下，全国校园里也开始涌动着革命的

气息。1947年到1948年，学生运动此起彼伏，但运动在中正医学院却鲜见，陈在

嘉说这都是因为繁重的学业所致。那时，学校里也常有教师或学生组织的基督教

活动，陈在嘉也很少参加。在时代的脉动中，单纯的陈在嘉一心读书，不知不觉

间便到了解放战争胜利的那一年。

1949年5月，南昌解放。学校立即改名为南昌医学院，解放当年9月，由华

中军区卫生部接管，属于部队医学院，已数次改名，华中医学院、中南军区医学

院，陈在嘉毕业时校名为第四军医院（现名第三军医大学），同时进行了改制。

授课从英文改为中文，病历也都从英文书写变为中文。为了进行思想改造，学生

们先学习政治课三个月，内容为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

恩等，然后写自传并通过自传（交待清楚以前经历），至此始明确做医生要救死

扶伤、为人民服务。从前只顾埋首书海的学生也因为政治课的讨论热络起来。同

班同学中有三分之一参了军，陈在嘉就是其中一员。立志要做一个好军医，为国

防卫生事业而奋斗。

1951年，陈在嘉结束了5年的课堂学习，进入六年

级实习医生阶段，她在母校教学医院实习，因解放不

久，实习医生培训仍沿袭解放前的制度，却不想这一年

的辛苦竟超越了过去5年读书的艰苦。实习医生，除了

学习医生的工作外，她还要学习做护士的静脉抽血、注

射和输液等，临诊技术员血、尿、便常规和胸腹水、脑

脊液、胃液分析等化验工作。“那时候实行24小时负

责制及各科室轮转制度，几乎所有的科室都轮个遍。”

陈在嘉在骨科实习时，每逢手术日，早晨忙着查房、换

药、做化验、输液，这些工作完成后就上手术台，往往

到下午三四点钟手术完毕后，她才能吃上当天的第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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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转儿科时管病房兼值急诊，在内科时做化验费时就很多。24小时负责制常常

让她一整天都和病人在一起。

“最辛苦的是在妇产科，”陈在嘉回忆道。“那是夏天，当时又没有风扇和

空调，产房里热得受不了，我们还要穿里外三层手术隔离衣。”就在那个夏天，

陈在嘉第一次生了痱子。这样经过了一年，实习终于结束了。陈在嘉说，他们可

能是最后一批接受这样高强度工作量实习的学生，实习医生培训制度改革后，学

生便不用这么辛苦了。但她却很庆幸能够拥有这样的经历，虽很辛苦，但很充

实。她说，正因此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了解到除医生本职工作外的工作，对护

理化验等工作都深有体会，也培养了她时时关注病人病情变化的责任感和刻苦耐

劳的精神。当一切都已准备就绪，未来也即将破土萌芽。

倾心于临床，用心做好医师

1952年，结束了全部大学课程，陈在嘉即将踏上人生的另一个舞台。因为在

校期间优异的成绩与表现，陈在嘉被学校推荐到总后卫生部。

1953年，陈在嘉被调往北京协和医院内科。这家全国著名的综合性医院疑难

病症很多，陈在嘉感到自己又获得了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她至今还清晰记得北

京协和医院的三样宝：老专家、图书馆和病案室。加之陈在嘉又是一个肯干肯学

的人，因此她在协和医院得到了迅速的成长。

进入协和医院内科后，陈在嘉收治的第一个病人就给她上了一课。这是一

位老年妇女，患者全身疼痛，日夜呻吟，骨骼不能碰触，卧床不起。经过检查，

患者被诊断为慢性肾小球肾炎，由于钙排出丢失过多，发生了严重的肾性骨质疏

松。病人当时的主治医师李恩生指示陈在嘉去图书馆查阅钙、磷代谢和肾功能的

相关文献，就这样在实践中边干边学，陈在嘉积累了许多理论知识。在上级医生

指导下，找到原因后对病人给予针对性治疗，补充大量维生素D和钙剂后，患者奇

迹般地好转了，一个月左右已能下床自如。这时，作为一名医生，陈在嘉内心的

喜悦不言而喻。从书本到实战、从学校到病房，作为一名医生的使命感也在悄然

中爬上了她的肩头。

协和医院收治来自全国的复杂病人，张孝骞主任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带领

全科查房，还有邓家栋、朱贵卿、张学德、文士域、黄宛、张安诸多名教授。对

疑难病人诊断的分析，治疗的决断，以及对下级医生工作优缺点的点评，陈在嘉

深受教育，对他们渊博的知识与经验很钦佩，要以他们为楷模，更加努力学习，

有了精湛的医术才能做好医生。首先从医疗实践中，陈在嘉体会到了内科疾病远

比学校课堂的内容浩瀚如海，因此她计划通读《希氏内科学》系统学习，增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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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面，在医疗中以便拓宽思路，她举出了一个例子，是一个剧烈胸背剧痛的病

人，心电图无心肌梗死图形，因在书本读到过主动脉夹层症状可以是这样，因而

想到此病，后来经病理证实，那年代此病是极为罕见的病。她在日常工作中遇到

问题时，总是带着问题学，这样既能及时解决问题，而且印象深刻。她轮转到各

专业病房、专业门诊时，则重点学习该有关专业，并记录笔记，文士域教授就抽

查过她的笔记，并予以指导。她常是抓住各种有利机会学习，每周全科在阶梯教

室的临床病例讨论，都是疑难病人的诊治问题，除非是病房有事离不开，她是绝

不能放过的。她对病房的病人除自己管的全面深入了解外，其他医生的病人也应

知道，注重获得间接的经验，这样就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值班时处理全病房病人

也能得心应手，陈在嘉通过这样学习感到颇为受益。

做完一年住院医生后，1954年收治一名70岁昏迷老人，昏迷的原因不清楚，

在那个年代对肺性脑病还缺乏认识，鉴别诊断存在困难，后来经心肾教研组实验

室检查，动脉血氧饱和度极低，二氧化碳结合力极高，从而证明了昏迷的原因是

二氧化碳潴留所致的肺性脑病。当时只有最原始的人工呼吸器——铁肺。行辅助

呼吸后，患者清醒了，这使陈在嘉认识到从事实验室研究工作对疾病诊治的重要

性。因此陈在嘉很想参加一些教研组的实验室工作。她精力很充沛，总想多做一

点就能多学一点。当时只有住院总医师和主治医师以上人员才能进教研组实验

室，她当时只是初年住院医生，那是望尘莫及的，黄宛教授得知她的愿望，破格

地接纳了她参加了教研组的工作，安排参加缺氧血肺源性心脏病诊断的研究。

于是她便一边完成病房住院医师工作，一边利用闲暇时间做实验。实验工作结束

后，黄宛教授安排陈在嘉统计分析实验资料和撰写研究论文。她第一次写论文，

还掌握不到要领，初稿不行，黄宛教授予以指导，她仔细听，认真领会后，一鼓

作气集中两天时间修改完第二稿，让黄教授也大为吃惊，论文发表在《中华内科

杂志》上。她感到很幸运，有名师指导，少走很多弯路，初步掌握了论文撰写的

要领。

接着在心肾教研组参加心导管检查，当时只做右心导管。为了将心电图、心

导管推广到全国，教研组举办了心电图和心导管术学习班。她作为心电图学习班

助教，事先预读心电图教学片，先把自己不懂的问题向上级医生请教明白了再辅

导学员，她就是这样学习心电图的。通过这一系列工作和学习，为以后从事心血

管专业医生和临床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陈在嘉调到阜外医院从事专业心脏内科医生。数十年来无论教学、

科研取得多少成绩，陈在嘉始终铭记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医生，履行着自己作

为一名医生的职责，从工作中不断发现新课题，不断收获，不断感悟。作为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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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科医生，她经常阅读《Friedberg心脏病学》、《Braunwald 心脏病学》。她不

仅要解决病人的医疗问题，同时要帮助年青的住院医生和外院的进修医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部分医生脱产“抓革命”，陈在嘉在病房管

病人“促生产”。那时医生没有等级之分。医生也值护士班，护士也管病人

所谓“医护一条龙”，当时已当内科副主任的陈在嘉也在病房做住院医生，

有时也值护士班，甚至替过配膳员的班。尽管有些困难，但能留在病房看病

人已感到十分知足，这是难得的让她再度深入临床第一线工作的好机会。她

一如既往兢兢业业的工作，这期间治疗了不少危重的病人。她记忆尤深的是

一位感染性心内膜炎病人，先天性室间隔缺损并发金黄球菌感染，毒血症极

重，并有了多种严重并发症。经多种大量抗生素治疗，在病情好转之际，突

发 大 咯 血 三 次 ， 共 计 约 2 0 0 0 毫 升 ， 找 不 到 咯 血 原 因 ， 经 大 量 输 血 后 咯 血 终

于止住，最后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治愈，陈在嘉对出血原因百思不得其解，始

终铭记于心。几年后，她又看到另一位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并发感染性心内

膜炎的病人也发生了咯血，后经手术证实了该患者为肺动脉细菌性动脉瘤破

裂。这时她立即联想起前一个大咯血的病人，心中的迷雾顿时驱散，两位病

人心脏都有左到右的分流，细菌栓子可以掉到肺循环，如进入肺动脉壁滋养

血管形成细菌性动脉瘤。瘤体破裂即引起咯血。这只是触类旁通例证之一，

类 似 的 例 子 还 很 多 ， 而 正 是 这 些 生 动 的 事 例 让 人 们 看 到 一 位 专 注 而 用 心 的

医生。

深入医疗实践，观察和诊治了许多患者的病情变化，便会从中得到很多启

示。几十年来，陈在嘉始终在白大褂口袋中装着一个小本子，在上面记录了她在

临床实践中遇到的特殊问题，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临床经验不是一蹴而就

的，积累每个病人各自的特点，积少成多，从中认识各类患者的共性和个性，便

成为陈在嘉自己的经验。

熟悉陈在嘉的人都知道她是出了名的认真，无论是随诊、是手术还是病理检

查结果，只要是由她负责和关注的患者，她都是极尽所及地跟踪患者的动态。她

一方面关心病人，另一方面也去检验印证她原诊治思路的正确性，这也是她提高

诊治水平的重要步骤。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陈在嘉始终未离开医疗工作。

冠心病研究，放在心头的事业

1959年底，陈在嘉进入阜外医院后，当时的科主任黄宛决定让她负责冠心病

研究，开启了陈在嘉专注冠心病研究的大门。没想到，在冠心病这条道路上，她

一走就是50多年。当时，因冠心病尚缺乏诊断检查方法，因此她着手做心电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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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测验、心电图葡萄糖负荷试验、心冲击图、与生化组协作测定血脂指标等对诊

断冠心病提供评估，另外进行北京地区冠心病患病率调查。同时陈在嘉与中医研

究院西苑医院中医老专家赵锡武、郭士魁协作诊治冠心病，发现了冠心病患者多

有唇舌青紫血瘀现象，是活血化瘀的适应症，可以作为冠心病治疗的主要原则。

这一成果于1978年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活血化瘀研究的一部分，获得了全国医药

卫生科学大会奖。

经过一段冠心病的研究工作，陈在嘉根据冠心病患者血脂高、有血淤现象，

提出急性心肌梗应用肝素或双香豆素治疗高凝。陈在嘉因而设想对冠心病进行血

脂与血凝和纤维蛋白溶解活性间关系的研究，曾去基础研究所学习有关测验方

法。观察对比一些患者与正常人，初步结果看出冠心病患者血液β-脂蛋白、纤维

蛋白原显著高于正常人，纤溶活性显著受抑制。因“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切科

研工作均停止。八十年代招收研究生让他们进行了部分的探索，证明高胆固醇血

症与高甘油三酯血症者纤溶活性显著降低，服用调脂药后，使纤维蛋白溶解活性

改善。活血化瘀中药丹参可促进血管壁释放纤溶酶原激活物垱高等，初步获得一

些结果。

1971年，北京地区防治冠心病协作组成立，阜外医院任组长单位，具体任务

落实在内科冠心病组。陈在嘉作为主要负责人，联合20余家医院探索活血化瘀小

复方治疗心绞痛的疗效，与郭士魁医师研究选用方剂，选择稳定性心绞痛患者为

对象，主要观察症状与心电图的改变，经几组药方的对比，最后确定冠心Ⅱ号方

效果较好，总有效率为78%左右。1978年，这一成果获得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

奖，此方后来传播到日本。

同时，陈在嘉还组织协作组中的各医院总结了本地区多年来急性心肌梗死

住院患者的概况，并经常组织交流诊治经验，在急性期开展心电图监测、注意心

律失常的防治、体液酸碱平衡、益气活血中药降低休克的并发率、提高心室颤动

抢救水平等措施，使急性心肌梗死住院病死率从1972年、1973年分别为23.4%、

24.8%，降至1977年12.2%。1978年，此项目获得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陈

在嘉还在全国首先提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作心电图除常规12个导联外，应加作

V3R、V4R、V5R、V7、V8、V9等6个导联、共18个导联的心电图，以免遗漏正后

壁和右心室心肌梗死。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陈在嘉更善于从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找出研究课题。

在长期的临床观察中她发现，冬季急性心肌梗死患病率特别高。于是，她联合北

京地区防治冠心病协作组与气象局统计4年中4806例心肌梗死患者每天发病人数，

并与气象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了其中关系。每年11月至12月由秋季转到冬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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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3月至4月由冬季转为春季时，季节转换期冷空气活动频繁，1月时值隆冬，气

温持续较低。经研究发现，每年11月至次年1月及3月至4月为发病高峰期。不稳定

天气过境时，常出现发病高峰日。分析气象与发病相关最优因子为气温、日温差

和风速。之后，陈在嘉又建议广州、上海等地也进行此项工作，她在中国最早提

出了天气季节与发病周期相关的观点。

陈在嘉一直非常重视尸检病理结果，她认为这能帮助解释许多临床大夫

未能认识到的问题。临床中有些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病急骤凶猛，而有些人则

相对缓和，甚至有的患者发病症状不明显，事后从心电图发现陈旧性心肌梗

死，却追溯不到急性发病的时间。为解开心中的疑问，陈在嘉翻阅了100多例

冠心病病例尸检报告，发现不少病例的冠状动脉有新鲜血栓。于是，她提议与

病理科陈国芬医师协作研究冠状动脉血栓与心肌梗死因果问题。在研究中她们

逐例仔细查看心肌梗死病人心脏大体标本及心肌和冠状动脉切片，她们发现大

多数新鲜血栓多发生在含脂质较多的软斑块，局部斑块有破裂或裂纹及（或）

出血。血栓使管腔急性堵塞导致急性心肌梗死。时值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

国家正为冠状动脉血栓与急性心肌梗死间的因果关系争论不休，陈在嘉等人的

观察结果肯定地提出了冠状动脉血栓是急性心肌梗死的成因，而非后果。她们

对斑块不稳定、破裂出血的认识也早于西方。期间，她们发表了冠状动脉新鲜

血栓与急性心肌梗死临床病理研究：Ⅰ.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的局部因素，Ⅱ.两

者间因果关系的探讨的论文，于1980年刊登于《中华内科杂志》，取得较好

反响。

此后，陈在嘉与吴遐教授进一步对比了冠状动脉病变与急性心肌梗死发病

及心肌病变情况，发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较轻、由于血栓急性闭塞所致的心肌梗

死，其发病急骤凶猛，梗死常贯通室壁全层，心电图表现为ST段抬高，有异常Q波

易并发心脏破裂或泵衰竭。冠状动脉严重固定狭窄以致管腔缓慢闭塞的病变所致

心肌梗死，发病相对较缓和甚至症状不明显，梗死多限于心内膜下心肌，向外则

病变逐渐减轻，不易发生心脏破裂，最后常因多次梗死导致心力衰竭或猝死。基

于认识的提高，以后便可从急性心肌梗死发病情况初步判断冠状动脉病变情况，

为选择紧急再灌注治疗和预防再梗死奠定了基础。

研究并未就此停止。陈在嘉还对一大组心肌梗死恢复出院的患者进行了长达

20年的长期随访，探讨了影响长期预后的因素为梗死次数、年龄、充血性心衰和

心脏扩大等，再梗死多发生在发病后第一年内。因此，她提示在此期间应着重预

防再梗死和加强随访。心肌梗死临床病理和长期预后的研究被评为卫生部乙级科

学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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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研的道路上，一旦开始，便很难停下前进的脚步，陈在嘉便是如此。

1985年，她与放射科协作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内溶栓治疗。

1986年，陈在嘉领导“八五”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治疗研究攻关课题，参加医院共

37家。当时，国内普遍应用蛇毒制剂溶栓，陈在嘉用国产尿激酶进行了对比，结

果前者病死率与出血并发症明显高于后者，说明蛇毒制剂不适合治疗急性心肌梗

死，尿激酶疗效较好，且对急性期和长期预后均有明显效果。2001年，这项研

究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比起荣誉，陈在嘉更看重这一研究的广泛用

途。她说，虽然尿激酶溶栓治疗不如后来开展的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效果快、血管

再通率高，但我国幅员辽阔，在农村以及偏远地区，尿激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治

疗手段。

如今，陈在嘉早已是阜外医院冠心病临床的学科带头人，是医院23个学科带

头人之一，她见证了自己一手参与组建的心内科冠心病组扩大成立为冠心病研究

室，随后又发展为现在的冠心病诊治中心。她为现在的冠心病研究发展搭建起了

一个良好的平台，也培养了一支过硬的医疗科研团队。在研究中，她指导研究生

开展对心绞痛病理生理的研究，改进各类心绞痛的治疗，特别是对卧位型心绞痛

和变异型心绞痛治疗的改进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研究获得卫生部和北京市科技

成果奖三等奖各1项。

由陈在嘉与高润霖共同主编的《冠心病》结合了所有撰稿人的实践经验，获

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与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早已成为国内畅销的冠心病参

考书，将冠心病诊治技术在国内广泛推广。几十年来，陈在嘉还不断参与学会有

关冠心病诊断和指南的制定。曾担任《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委、副主编，《中

国循环杂志》编委、副主编、主编，《中华心内科杂志》编委及其他一些杂志的

编委顾问。如今年迈，虽已无法参与具体科室工作，但她依旧支持着冠心病诊治

中心开展新的研究，如冠状动脉介入治疗、肥厚型心肌病冠脉内化学消融、大范

围心肌梗死干细胞移植、经皮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新支架的研制与开发等研

究，而科研人员们也十分乐意求教这位“老师”。

在冠心病研究这条路上走了几十年，陈在嘉走出了华发，也走成了一位全国

知名的冠心病专家。如今，陈在嘉虽已不能亲力亲为地做实验、统数据，但她依

旧坚定执著地走在这条路上。

让中国冠心病研究走向国际舞台

随着国家建设脚步的迅速恢复与发展，陈在嘉也迎来了自己在医学上的春

天。在更加开放的时代中，她也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代表中国发声。1984年，陈

好
医
生
是
如
何
炼
成
的—

—

陈
在
嘉

H
A

O
Y

ISH
EN

G
 SH

I R
U

H
E LIA

N
C

H
EN

G
 D

E
-C

H
EN

 ZA
IJIA

好
医
生
是
如
何
炼
成
的—

—

陈
在
嘉

H
A

O
Y

ISH
EN

G
 SH

I R
U

H
E LIA

N
C

H
EN

G
 D

E
-C

H
EN

 ZA
IJIA



64

在嘉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日内瓦召开的心源性猝死科学组会

议。在会上，她介绍了阜外医院642例心血管病患者尸检中心源性猝死情况和部分

地区心源性猝死的统计资料。参与猝死定义、病因等讨论。1987年，陈在嘉受美

国洛杉矶心脏研究所邀请赴美交流，在该研究所介绍北京地区急性心肌梗死发病

和治疗情况，回来后将学术会议上关于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PTCA）多支病变的

现状、PTCA的适应征、PTCA急性闭塞后的发生率及其处理、PTCA后再狭窄等进

展在《中国循环杂志》上进行报道。

1974年荷兰第四届世界心脏起搏会议，1976年日本第五届心脏起搏会议

这些重大的国际会议上都有陈在嘉的身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英、法、荷、

德等国召开的欧洲和世界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病学术会议，以及在国内召开的

多次国际心脏病学术会议，陈在嘉曾将我国开展的急性心肌梗死尿激酶溶栓治疗

情况作过报道。让世界了解中国心脏内科发展现状，也让中国更多倾听世界的声

音，陈在嘉乐此不疲地充当着一座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

为师者，润物于无声

在开展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的同时，已在医海里徜徉几十年的陈在嘉又多

了一份新的使命——为人师表。从1978年起，陈在嘉被批准为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6年，她又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除了像她对待临床与科研工作的严谨认真

外，对待学生，陈在嘉还多了一份细致的关怀。如今已是阜外医院副院长的杨跃

进教授至今仍记得20多年前的一封信。原本是一名普通军人的杨跃进，在1977年

因恢复高考进入大学，毕业后服务于南方某部队基层医院。出于对进一步求学的

渴望与对阜外医院的向往，1983年杨跃进报考了陈在嘉的硕士研究生。

报名之后，杨跃进在复习的同时也开始对自己没了信心，以大学的一点基

础与基层医院薄弱的工作经验，报考招生名额只有1人的国家顶尖心血管病防治

研究院所，在这种担心与慌乱中，他“冒然、冒昧”地给“准导师”陈在嘉写了

一封“求助信”。这封信的内容一方面以询问心内科复习重点教科书为名，实则

求教有无“捷径”；另一方面则直言询问作为一名基层考生，在录取中是否会受

到“不公正”处理，作为一名军队系统的考生会不会受到庞大的地方考生队伍的

“挤压”。“问题过于直截了当，同时也暴露出我对考研的信心不足，虽觉得不

妥，但已无法收回。”杨跃进在写给陈在嘉八十华诞的寄语中回忆道。

两周后，杨跃进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收到了陈在嘉的亲笔回信。信拿在

手上，杨跃进的激动溢于言表。在回信中，陈在嘉一一回答了他的问题，并对他

有志于心血管病研究表示了欢迎，同时明确表示心内科复习无教科书可指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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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说明研究生录取历来按成绩择优，已有先例择优录取了来自基层的研究生。如

同拨云见日一般，这封信驱散了杨跃进心中的种种疑虑。

陈在嘉对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无私地关怀与鼓励强烈震撼着杨跃进的内

心，他因此立誓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考取这位“准导师”的研究生。1984年，杨

跃进如愿以偿地成为陈在嘉的研究生，以心内科研究生招生考试总成绩第二名被

录取，“准导师”也终于成为了自己真正的导师。这封信激励他成功跨出了人生

与学术征途中的一步。2010年，他已被评为卫生部青年突出贡献专家。

不同于杨跃进基层起步的奋斗，刘海波作为同济医科大学高材生，在1990年

报考了陈在嘉的研究生。然而，成绩优异的他却与杨跃进有着同样的担心。在工

作的第一年，刘海波因某个医嘱出现一些问题而被误传夸大，给上级医师留下了

所谓的“坏印象”，这件事陈在嘉也有所耳闻。报考时，刘海波很担心此事会对

录取有影响，但又听说陈在嘉录取学生本着“谁第一就录取谁”的原则，因此还

是大胆报考了。经过复试后，刘海波被毫无“偏见”地录取了，这件事对他的触

动很大，对老师的信服与敬仰之情也油然而生。

陈在嘉的学生们对老师的点点滴滴都记忆犹新：他们记得老师逐字逐句仔细

阅读实验记录和论文的背影；他们记得老师不放过任何细微偏差与错误，并教育

学生决不允许弄虚作假的治学态度；他们记得老师总是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上的困

难，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医生；他们记得老

师生活勤俭，却用微薄的收入向灾区或贫困地区捐款捐物；他们记得老师年事已

高，却坚持按时上下班、查房、看书学习，每月一次的早会，她总是风雨无阻地

坚持凌晨五六点钟从家赶来。

还有更多的学生记得陈在嘉老师为他们所作的一切：吴永健记得考试分数过

线限于名额陈老师亲自向医科院研究生院提出申请扩招一名研究生为了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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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被评为

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优秀教师奖章 优秀教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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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梦；许海燕记得陈老师晚上的一通电话，让自己打开电视看名为“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纪录片，记得自己感冒发烧时，老师带着水果突然出现在自己

的宿舍中。

对于陈在嘉来说，教师是除医生外她最看重的一个角色。教书先育人、培

养学生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关心学生的成长——这是陈在嘉对自己执教30余年

的经验总结。在病人眼中，陈在嘉无疑是位和蔼亲切的医生；而在学生眼中，陈

在嘉却是一位出了名的严师。与研究生讨论，认真选题，开题报告，检查执行情

况。对于学生的论文，陈在嘉总是逐字逐句严格把关，自己的学生决不允许出现

弄虚作假现象。对住院医师的培养，也是陈在嘉特别看重的事。每次查房时，她

都将自己的经验与学识倾囊相赠。研究生开始进入病房学习时，陈在嘉总是要传

授如何在临床实践中学习的经验，她还时常叫上病房里其他年轻医生一起听讲。

鼓励学生多观察、多阅读、多思考，是她对这些年轻的未来医生时时刻刻的提

醒。对于学生如何评价自己，陈在嘉笑容可掬地说道：“学生们都挺怕我的。”

她亲切的笑容让人无法联想到她在临床教学中的严厉，然而却能让人深切地感受

到一位师者的可敬。

自1978年以来，陈在嘉培养了17名研究生，其中绝大部分人均成为中青年优

秀科研骨干，最让陈在嘉自豪的是，“他们都是认真负责的临床医师，很多都是

病区的领导”。对于爱徒们毕业后的去向、动态与他们所取得的成绩，陈在嘉都

如数家珍，这份师徒之情永远牵绊着她的心。高润霖、陈纪林、杨跃进、乔树宾

都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高润霖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早已是中国工程院

院士，因他在国内对冠心病介入治疗的开展、创新和推广成绩突出，2011年5月在

法国巴黎Euro-PCR会议上获得“Ethica Award”突出成就奖。陈在嘉谈起学生们

的杰出贡献兴奋不已。陈在嘉1991年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获得奖章，曾获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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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学生们

祝贺85岁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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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教学奖和北京市高教局优秀成果奖，她却认为这是研究生们自身学习勤奋，

成绩优秀，为她做导师的增添了光彩。这是授予她的极高褒奖和荣誉，同时也是

对她的鼓励与鞭策。

多年医、教、研的成绩，陈在嘉自1991年起至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如今，陈在嘉的脚步已经缓慢，眼睛已不明亮，但她依然执著地为医院、病

人和学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她依旧坚持每周两次查房，依旧在随身携带的小本

子上记满她对病人观察的情况。她把自己几十年从医生涯中遇到过的疑难病例写

成文字，陆续刊登《中国循环杂志》上供年轻医生参考。100例已撰写完毕交稿，

预期于2016年上半年全部刊出。打开陈在嘉办公室的书柜，柜门上贴满了各种人

的联系方式，有许多还是从信封上直接剪下来的，她说，这样更方便查找与联系。

进入耄耋之年，陈在嘉依然在人生的路上前行。她从未停下来问过自己的得

失，只是一路向前，留下身后一路芳华。

（李白薇采访整理后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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