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阜外医院成立 50 多年来不仅见证了中国心血管疾病防治事业的发展

同时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内科的 200 余名在职医

师传承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团队精神，传递着“阜外文化”的正能量，以优质

和规范的医疗技能和流程服务于广大病患。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内科以国家心血管

病中心和心血管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为契机，10 个临床中心及几个国家级 /

部级重点实验室通过与国内外学界深入交流与合作，汲取最新的学术成果，不断

创新和发展，努力搭建国家心血管病研究平台，有效提升心血管的科研水平，致

力于以先进的知识及技术为患者提供更好的诊疗与服务。2013 医院又被命名为国

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赋予我们更高的要求和任务。2013 年内科年度报告将与各

位同仁共同分享本年度心内科在临床、科研、预防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成绩。

    2013 年，阜外医院内科团队依然不辞辛劳地为患者提供着高水准的医疗服务，一

如既往地努力推进心血管内科治疗的进步。《阜外医院内科年度报告 2013》对我

们团队在过去一年中的努力作了系统的回顾 ; 这也是我们连续第六年公开发布年度

业绩报告。在目前这个医疗费用不断攀升，新兴科学知识不断涌现的时代，阜外

医院作为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临床医疗部，直面国家的需要，积极探索如何更好

地为患者提供更优良的医疗服务。当然，我们深知这将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

我们将秉承阜外内科团队永远追求”创新与品质”的理念，在心血管疾病的临床

治疗、医学教育和技术创新方面作不懈的努力。我们也希望这份报告中提供的信息，

能为您在选择心血管病治疗与服务时作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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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的《阜外医院内科年度报告 2013》与大家见面了；它对我

们内科团队在过去一年中的努力作了系统的回顾。作为中国首个对大

众公布治疗结果的医疗单位，我们已连续多年公开发布年度业绩报告，

并以此作为督促自己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手段。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正经历着从传统的传染性疾病到非传染性

慢性病的疾病流行模式转变。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中国城乡中、老年人

首位致死和致残性疾病。心血管疾病日益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危及公

众安全的流行性疾病。只有采取注重疾病的预防、预测、个体化治疗

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策略，才能应对这一严峻的挑战，保障公众的健康。

阜外医院作为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临床医学部，也就意味着每一位阜

外医院的成员都必须去面对这一新的任务和挑战，并争取在新的征程

中创造更好的业绩。

我们阜外团队将秉承永远追求“品质与创新”的理念，在心血管

疾病的临床治疗、医学教育和技术创新方面作不懈的努力。

胡盛寿   教授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国家心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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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Overview of Department of Medicine Overview of Department of Medicine

心血管内科目前共有 10

个临床诊治中心、1 个药

物试验基地和 3 个相关

实验中心，拥有教授及副

教授共 93 名，主治医师

74 名，住院医师 51 名。

2013 年度心血管内科年

住院量达 37,072 人，门

诊量达 369,289 人次，介

入手术总量达35,234例，

其中冠脉介入手术突破万

例， 达 到 12,277 例， 起

搏器及 ICD 植入 1629 例，

导管射频消融 4180 例，

外 周 血 管 介 入 手 术 756

例，是国际最大的冠心病

介入治疗中心及心律失常

介入诊疗中心，并在难治

性心力衰竭、继发性高血

压基因诊断以及其他复杂

性、难治性心血管疾病的

诊疗方面处于世界先进和

国内领先水平。

2005 至 2011 年内科介入手术量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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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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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至 2013 年心内科住院病例数及门诊病例数

2007 年至 2013 年内科介入手术量（例）

2013 年，心内科住院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 5.6 天，各病区实际病床使用率达 105%。

2013 年，心内科住院病人的死亡率为 0.2%，达世界最先进水平。

2013 年，心内科介入手术量达 35,234 例，标志着我院已步入世界大型介入医疗中心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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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患者死亡率逐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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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中心 Coronary Heart Diseases Center 冠心病中心Coronary Heart Disease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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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中心
Coronary Heart Diseases Center

冠心病中心

阜外医院冠心病研究室创立于 1978 年，我国著名心脏病学专家陶寿淇、陈在嘉、

徐义枢和陈纪林教授分别担任前四任室主任，现任主任为杨跃进教授。冠心病研究室

是集科研、临床和教学为一体的临床研究室，2003 年更名为冠心病诊断治疗中心，目

前有教授（主任医师）14 名，其中 1 名工程院院士，副主任医师 20 名，本中心培养

的主治医师 25 名，在院就读博士研究生 26 名，硕士生 20 名。冠心病诊治中心目前

共下辖 6 个专业病房，以及重症监护病房 CCU、北楼 ICU 各 1 个，共开放床位 200

张。2013 年 PCI 总数量到 12277 例，已连续三年超万例，其中，多支、复杂病变以

及高龄、高危病例占 3/4 以上，包括多支病变 8722 例，大于等于 75 岁 772 例，左主

干 558 例，闭塞病变 2453 例；经桡动脉微创化 PCI 为 11090 例，占 90.33%；PCI

质量继续维持高水平，择期 PCI 住院病死率为 0.08%（9/11847)，远低于卫生部＜ 0. 5%

的要求，急诊 PCI 死亡率 2.09%（9/430）；上述 PCI 数量，质量和微创化比例三项

指标均为国际第一或唯一，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心连续多年圆满完成向中国 CIT、

韩国 TCT-AP、巴基斯坦心脏协会和欧洲 Euro-PCR 大型国际介入会议转播经桡动脉

介入治疗左主干分叉病变双支架植入手术演示，获得国际介入界的高度认可和赞扬。

标志着中心已建设成为名副其实国际最大、质量最优的冠心病介入治疗和 TRI 微创中

心。2013 年完成 TVAI18 例，30 天死亡率仅 5.6%（1/18）, 总例数达到 27 例；完成

了 PBAV10 例，总例数达到 20 例，30 天死亡率仅 15%（3/20）。2013 新开展临床

新技术 1 项左室减容重塑装置（parachute）治疗冠心病心衰 3 例均成功；获批专利一项；

获批科研成果2项，其中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中华医学科技三等奖各1项；

新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 项，其中重点基金培育项目一项；正在进行的纵向课题

29 项，横向课题 22 项。2013 年发表论文共 50 篇，其中 SCI 文章 16 篇。2013 年高

润霖院士荣获美国心血管研究基金会 (CRF) 年度全球合作奖；杨跃进教授荣获吴阶平

医学基金会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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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失常中心

前身为阜外医院临床电生理研究室 , 始建于 1981 年，是当时国内唯一一家从事

心律失常研究与治疗的专业机构，2003 年更名为心律失常中心 , 是国内最大规模的心

律失常研究和诊治中心。 

目前共拥有 4 个病房单元 , 开放床位数 100 张。2001 年以来，已累计完成经导

管射频消融逾 20,000 例 , 起搏器及 ICD 植入 10000 余例。近年来手术量保持每年

10%~15% 的速度递增。2013 年度，共植入起搏器及 ICD 1,638 例 , 导管射频消融治

疗 4,005 例 , 其中房颤消融 708 例，室性心律失常 855 例。不论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

都位居亚太地区同行业之首，跻身国际大型中心行列。心律失常中心人才梯队优势明

显，目前已拥有多组富有经验与熟练配合的手术团队，对于各种疑难心律失常具有“全

天候作战能力”，治疗范围涵盖了全部类型的心律失常，不仅针对房颤及复杂房性心

律失常开展深入的临床诊治研究，同时坚持对复杂、疑难室性心律失常积极探索，手

术疗效及随访结果达国际先进水平。

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通过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学会为国内、国际心律失常

学界同仁搭建了学术交流的良好平台，为我国心律失常新概念、新技术的推广及普及做

出了不遗余力的贡献。作为亚太地区心律失常专业的重要成员，本中心活跃在大型国际

性及区域性心律失常学术领域，承担了亚太地区心律失常学会 APHRS 第二届年会的组

织工作，并作为重要参加者参与 2013 年中国心脏大会，中心主任张澍作为秘书长将承

办 2015 年心律失常大会，全方位展示了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取得的成就。

心律失常中心作为牵头单位，连续圆满完成国家“十五”、“十一五”科技攻关

课题及支撑计划，在心房颤动、心脏性猝死方面取得了广泛与深入的研究成果。

目前，作为牵头单位之一，本中心承担三项国家“十二五”支撑课题，正在深入

进行。此外，本中心实施了国内首例左心耳封堵术，首例左室四极电极的应用。

心律失常中心Cardiac Arrhythmi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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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失常中心
Cardiac Arrhythmia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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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07 年至 2013 年复杂冠脉介入治疗例数

2007 年至 2013 年急诊 PCI 例数

2007 年至 2013 年冠心病监护病房收治病人例数

冠心病监护病房（CCU）隶属冠心病中心，从事冠心病急重症抢救与监测，目前共开

放床位 16 张，2013 年共收治急性心肌梗死病人 640 例 , fAMI 住院病死率 1.7%



高血压中心

前身为高血压研究室，2003 年更名为高血压中心。目前有 1 个病房，38 张床位。

中心从事高血压和外周血管病研究和诊治，在继发性高血压、顽固性高血压和外周血

管病的规范化诊断和治疗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 目前已成为亚太地区该领域最大的诊治

中心之一，在国内外同行中享有盛誉。周围血管疾病介入诊治范围遍及全身，每年新

增病例 30%，2013 年中心完成周围血管介入治疗 756 例，技术成功率达 99%，围手

术期并发症发生率降至 1.2%，围手术期死亡率 0.0%，明显低于国际文献报道，中远

期疗效已达到国际公认的优秀水平。我们已成熟应用经皮选择性肾上腺动脉栓塞治疗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迄今已成功治疗 60 例。2012 年，中心在国内率先开展了去肾

交感神经射频消融术治疗顽固性高血压的技术，目前已完成 42 例。上述技术的顺利

开展保证了我中心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接轨。

高血压中心Hypertens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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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失常中心 Cardiac Arrhythmia Center

高血压中心
Hypertens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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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血管病中心Pulmonary Vascular Diseases Center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肺血管病中心成立于 1972 年，曾用名：肺心病

研究室和心脏肺循环研究室。肺血管病中心是心血管病内科学范畴的直接隶属于院所

领导下的临床诊疗中心，设有肺血管病专科门诊和专科病房（十九 A 病区），现任中

心主任何建国，副主任熊长明，十九 A 病区主任柳志红。现有特聘著名专家 1 名、教

授（主任医师）4 名、副教授（副主任医师）2 名、中心秘书 1 名，其中博士生导师 3 名、

硕士生导师 1 名。

肺血管病中心不仅诊治各种心血管内科疾病，更以其收治各种肺血管疾病如肺栓

塞、肺动脉高压、右心疾病等疾病的独特之处而闻名于全国。自成立之初的 1972 年开

始致力于缺氧性肺动脉高压和先心病肺动脉高压的临床诊治和研究；在全国首先建立了

肺血管病影像学诊断方法和标准；1974 年在全国诊断了第一例无心肺疾病的肺栓塞患

者；1985 年开始在国家“八 •五”和“九 •五”科技攻关项目的支持下，致力于原发性（特

发性）肺动脉高压、不能解释的肺动脉高压和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的临床诊治

和研究；1990 年开展了首例急性肺栓塞溶栓治疗，1997 年配合外科开展了首例慢性血

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肺动脉内膜剥脱外科手术治疗。1997 年至 1999 年开展了首项全

国肺栓塞溶栓治疗多中心临床试验。本世纪初在全国率先开展肺血管炎经皮球囊扩张

与支架植入术的介入治疗。为引导全国肺血管病的发展、提高我国肺血管病防治水平、

推广普及肺血管病诊疗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

肺血管病中心承担了多项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如国家“七 •五”、“八 •五”、“九 •五”、

“十 • 五”“、十一 • 五”、“十二 • 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卫生部科学基金项目、首都医学发展基金项目、中国医学科学院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其

肺血管病中心Pulmonary Vascular Disease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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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血管病中心
Pulmonary Vascular Disease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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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合作研究项目，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项、全国医药科学

大会奖六项、卫生部科技进步奖四项、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一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一项、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疗科技奖八项。发表论文 400 余篇，编写专著 12 部。培养了几十

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心内科进修医师和

肺血管病专科进修医师。

肺血管病中心的创立和发展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在著名专家蔡如升教授、程显

声教授等老一辈专家的创业和领导下，曾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全国学术界处于

领导地位，创造了辉煌的历史。肺血管病中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心的全体人

员肩负着改革与发展的重任，为实现中国梦、阜外梦、中心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3 年肺血管病住院患者达到 1747 例，其中肺动脉高压 539 例，急性肺栓塞

146 例。2013 年右心导管检查及肺血管介入患者数量达 137 例（不含本院放射科工

作量），无一例死亡。

2013 年中心科研工作取得较大进步。在研课题 9 项，包括承担国家“十 •

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课题三项，其中牵头一项，参加二项，同时承担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其他课题；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 11 项。2012 年中心共发表论文 17

篇，其中 SCI 论文 9 篇。熊长明教授主编的专著《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疑难病案丛书 --

肺血管病》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2013 年我院肺血管病中心被中国医师协会授牌“卫生部肺动脉高压规范化诊断

和治疗基地”；作为牵头单位，“提高肺动脉高压诊治水平的关键技术研究”于 2013

年分别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临床药理中心 &
卫生部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

卫生部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级课题 \ 北京市级 \ 其他在研课

题工作，包括人体药物代谢研究、临床检验检测、治疗药物监测（TDM）、基因与

蛋白质组研究；还承担阜外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I 期临床研究室、不良反应监测

办公室（ADR）、及 4 病区医疗和 I 期病房工作。

2013 年，重点实验室正在进行的国家级课题 4 项，北京市级及其他在研课题 6 项。

利用已经建立的“人体临床心血管药物评价关键技术平台” 开展了 7 项药物临床试验。

2013 年，“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完成资格复核的整改工作，通过复核检查，使

阜外医院再次获得 CFDA 颁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证书。加强了药物 / 医

疗器械临床试验的质量控制，督查 31 项临床试验，其中药物临床试验 18 项，医疗

器械临床试验 13 项，督查 CRF 538 份，召开 6 次督查工作沟通会，促进质控进度

和解决问题。

2013 年，不良反应办公室上报药品不良反应 230 例，与去年同比增加 20%；

上报医疗器械不良反应 149 例，是去年的 3 倍。于 2013 年 5 月获得北京市药品监

督管理局和北京市卫生部颁发的“2012 年度北京市医疗器械不良事件日常监测工作

先进单位”。

2013 年，重点实验室承担阜外医院治疗药物监测工作：完成地高辛 1107 人份；

环孢霉素 865 人份；胺碘酮 86 人份；FK506 529 人份；合计 2587 人份。为全院 149

例患者进行华法林相关基因分型检测并提供临床个体化给药指导。

临床药理中心 & 卫生部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

临床药理中心
卫生部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

临床药理中心 & 卫生部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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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Pharmacology Center & 
Key laboratory of Clinical Trial Research in 
Cardiovascular Drugs, Ministry of Health 

 2007 年至 2013 年承担医院治疗药物监测例数统计

 2007 年至 2013 年不良反应上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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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重症中心 Emergency and Intensive Care Center Endocrine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enter

急重症中心
Emergency and Intensive Care Center

内分泌与心血管病诊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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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重症中心 内分泌与心血管病诊治中心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急重症中心由急诊室、重症监护病房（ICU）、29 病房、重症后

恢复病房及心脏移植病房组成。各个病房分别有床位 42 张、22 张、23 张、20 张和 8 

张，是国内大型的专门的心血管病急重症诊疗和研究机构。急重症中心有一批经验丰富、

学术造诣较高的临床专家，配备有各种先进的抢救设备。2013 年一年急诊接诊危重患者

26251 人次，抢救成功率大于 99%。急诊主要收治急性冠脉综合征 ( 急性心肌梗死、不稳

定心绞痛 )、大血管急症（主动脉夹层）、高血压急症、心衰、心律失常等各种心血管急

重症患者。ICU、29 病房和重症后恢复病房主要接收危重 / 终末期缺血性心脏病、各种心

肌炎、重症心肌病、瓣膜病、主动脉夹层、心包病等，全年住院病人 2000 余例。

胸痛中心是以急诊室为依托，为各种以胸痛表现为主的心血管急症患者提供一站

式服务，开通有急性冠脉综合症、大血管疾病等的绿色通道，为患者提供及时、精准、

高质量的救治。

在完成临床工作的同时，急重症中心致力于科研工作，包括：国家、部委项目课题， 

III-IV 期药物临床试验，作为国家协调中心组织国际多中心协作课题，如 AVERROES 、

Inter-CHF、RE-LY、AF-registry、HOPE– 3 研究等，并积极筹备另外 2 项国际课题。

近 五 年 来 中 心 在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y and Therapeutics、Coronary Artery Disease、中华医学杂志，中华心血

管病杂志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2013 年共发表论文 14 篇，其中 SCI 论文 5 篇。

参与制定华法林应用共识、房颤抗凝治疗共识。

内分泌与心血管病诊治中心建于 2011 年，包括门诊、病房和专科实验室，

由多位具有多年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经验的内分泌专家组成，由我国著名内分

泌学专家、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李光伟教授担任中心首席专家和

中心主任。临床工作包括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甲状旁腺疾病、肾上腺及脑垂体

疾病、内分泌性高血压病、低血糖症和骨质疏松等各种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科研工作包括预防糖尿病、糖尿病发病机制及血糖管理对冠心病预后

影响等方面研究。本年度年门诊量 8785 人次，与去年相比增长 10%；出院人数

与去年相比增长 36%，每月床位使用率多次超过或达到 100%，院内会诊人次近

1800 人次。2012 年在国内率先开展“全院规范化血糖管理”项目，目前已基本

完成各病区设备安装、软件兼容及医护人员培训工作，已在阜外北楼各病房运行

使用，以提高全院血糖管理水平。2013 年度成功举办“第二届糖尿病与心血管病

国际论坛”，邀请了国内外内分泌和心血管病知名专家做报告，增加两学科的交

流与合作，与会者达 400 余人。2013 年度再次与中国医师学会合作进行“质量万

里行，骨密度筛查活动”，为 160 名患者进行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查，深受患者欢迎。

2013 年度继续进行由中心主任李光伟教授主持和参与的“生活方式干预预防糖尿

病及其大小血管并发症的长期随访研究”。2013 年度在研课题 9 项，其中 1 项为

2013 年度新获资助课题。发表论文 2 篇，其中 SCI 文章 1 篇。

内分泌与心血管病诊治中心
Endocrine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enter

内分泌中心住院、门诊及会诊病例数

2007 年至 2013 年急重症中心收治患者情况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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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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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51

出院人数

会诊数

门诊量



Heart failure in center Dyslipidemia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enter 心力衰竭中心血脂异常与心血管疾病诊治中心

血脂异常与心血管疾病诊治中心 心力衰竭中心

心力衰竭中心的成立于 2005 年，其前身是心力衰竭监护病房。它是国家心血管病中

心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集心衰诊断、治疗、研究为一体的重点研究平台。面对 21 世纪心力衰

竭发病率和患病率不断增加的形势，我院于率先在国内创立了心力衰竭成立了心力衰竭中

心。目前主要承担基础心衰的发生机制、心衰的预后评价和干预以及大规模临床试验等研究。

8 年来诊治了大量疑难危重心力衰竭患者，培养了一支技术全面的心力衰竭专业医疗和科研

队伍，在医疗、科研和教学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

心力衰竭中心有 17 张监护病床，主要收治各种疑难和危重心力衰竭患者。在严密的监

护下对每位患者进行系统、精确的诊断、评价和及时救治。许多疑难患者得到了正确的诊

断，如：糖原累积病、线粒体病、巨细胞心肌炎等；危重患者得到奇迹般的全面康复，如：

心源性休克合并严重肝功能损害 (ALT 高达 8400 单位 ) 的患者等。心力衰竭患者的住院病

死率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在 2012 年为 2.43%，2013 年进一步降低至 2.10%。根据科

室随访的结果分析，非缺血性扩张型心肌病的患者发生心衰 6 个月内的心脏结构和功能完

全恢复率约为 45%，发病超过 1 年的恢复率约为 22%，优于目前文献发表的结果。这里也

是终末期心力衰竭患者心脏移植前筛选和评价的平台，对准备心脏移植的患者进行规范的

术前检查和治疗。同时对每个住院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和出院后的长期随诊。

心力衰竭中心重视医疗新技术的开展和应用。曾率先在我国规范地开展了急性心力衰

竭的无创机械通气治疗、对急重症心力衰竭患者应用床旁血滤进行减容治疗、多学科协作

对严重心力衰竭患者进行机械辅助治疗（如 ECMO、IABP）、Swan-Ganz 气囊漂浮导管检

查等。强调针对心力衰竭病因的诊断和治疗，对复杂病因的心力衰竭有系统的诊断和治疗

技术，同时对住院心衰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进行评估，首先开展了 BNP\NT-proBNP，MR-

proANP，ST-2，galectin-3 等标记物的监测等工作和研究。对缺血性心脏病合并的心力衰

竭有独到且疗效显著的治疗方法，对心力衰竭合并多器官功能不全的诊治有较深入的研究。

中心还特别强调心力衰竭管理的“三站”模式，既急诊室和重症监护病房的抢救，缓解后

对病因、诱因的搜寻以及药物滴定和最佳治疗方案的选择，出院后的随访管理和教育工作，

有效的降低了患者的再住院率和病死率，提高了生活质量。

心力衰竭中心先后承担多项有关心力衰竭的重大科研课题。牵头 1 项国家“十二 . 五”

血脂异常与心血管病诊治中心成立于 2010 年 9 月，其附设 25B 病区位于医院北楼，

额定床位数 21 张，以血脂异常合并冠心病患者为主要收治对象；其附设血脂异常与心血管

病实验室位于医院科研楼，以人群血脂异常防治、原发与继发性血脂异常与炎症及动脉粥

样硬化性疾病为主要研究内容。该中心为国内最先建立的、专门从事脂代谢异常与心血管

病诊治、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临床诊治与研究机构。

2013 年医疗业绩：共收治血脂异常合并冠心病为主的心血管疾病患者 2057 例、成功

实施介入治疗 2022 例（分别较去年增长 22%、19%），并实现四无（无事故，无投诉，无

死亡，无重大医疗差错），安全行医。

2013 年教学业绩：1）公共卫生宣传：多次通过电视媒体进行血脂、冠心病相关的健

康教育；2）成功举办 2013 CHC 临床脂质学分论坛及高峰论坛；3）承担心内科住院医师、

进修医师培训课程，承担院级及内科专题学术讲座多次；4）病房教学：坚持正规、启发式

的医疗查房每周至少 3 次，坚持文献读书讨论会及专题小讲座每周至少一次；5）人才培养：

积极培养青年医师医教研能力，团队中每位中青年医师均承担临床科研及学术讲课，实验

室每位科研人员均承担科研课题及科研教学工作，每位研究生均予以基础科研技术训练及

写作培训。坚持每周一次中心科研讨论会，除常规训练硕博研究生外，培养博士后 1 名、

访问学者 2 名。

2013 年科研业绩：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顺利结题 2 项（面上基金一项，主任基金一

项），获北京市自然基金 1 项，在研基金项目共计 6 项；2）文章：本年度发表英文文章 14 篇，

中文文章 8 篇；3）已建立临床与生物样本库；4）团队新增学术兼职：英文杂志编辑（Would 

Journal of Cardiology Case, Journal of Cardiology and Therapy），中文杂志编委（国际心脑

血管病杂志）；5）重要国际学术会议：2013ESC 大会 Poster 2 篇；6）前瞻性临床研究：

已顺利完成血脂相关的国内多中心、随机、对照、前瞻性临床试验 1 项；正在顺利进行冠

心病相关的国内多中心临床试验 1 项；正在顺利开展血脂相关的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

前瞻性临床试验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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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异常与心血管疾病诊治中心
Dyslipidemia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Center

心力衰竭中心
Heart failure i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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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国家心力衰竭数据平台建设”, 参加 2 项十二五课题；牵头 1 项首都医学科研发

展基金课题“心力衰竭研究成果转化推广和医院分级诊治模式研究”和 1 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课题。其中首发课题探索了一套适合我国现阶段实际的心力衰竭知识推广转化模式。

心衰中心主持、参与和完成了十余项心力衰竭新药（包括西药和中成药）的国际、国内多

中心临床评价研究，主持完成了新器械如“FQ-16 床旁血液滤过装置”的临床评价研究，

是国内外知名的心力衰竭新药和新器械的临床研究平台。

心力衰竭中心积极开展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和心力衰竭知识的推广应用。与美国心力

衰竭学会（HFSA）和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形成了良好的交流和合作关系。主持召开了

每年一次的《中国心脏大会》“心力衰竭专题会议”。每年举办“全国心力衰竭骨干研讨班”

和“全国心力衰竭学习班”，在全国性和地区性学术会议进行心力衰竭专题讲座 100 余次，

在泰国“国际心力衰竭标志物研讨会”、新加坡“亚太 ACC 会议”和韩国“心力衰竭研讨

会”上作专题发言。参与制定了“NT-proBNP 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和我国首个“急性

心力衰竭诊治指南”。主笔 2014 中国“心力衰竭诊治指南”。在国际专业期刊如 JACC、

EHFJ 等和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了有关心力衰竭的系列研究论文。主编的《心力衰竭》（人

民卫生出版社 2010 年出版）是我国目前内容最丰富和系统的心力衰竭专著。这些均有力地

促进了我国心力衰竭诊治技术的交流、普及和提高。

血栓性疾病诊治中心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Medicine Center

血栓性疾病诊治中心

血栓性疾病及并发症日益成为我国人民健康的重大威胁。2013 年 4 月，在胡盛

寿院长和院所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阜外医院引进荆志成教授组建了国内首家血栓性

疾病诊治中心。我中心由血栓和凝血专科门诊，专科病区 - 心内科 18 病区，以及心

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血栓和血管生物学课题组组成。门诊和病房专注于各类动静

脉血栓性疾病、肺血管疾病、房颤抗凝、右心衰竭和其他常见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基础研究隶属于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运用遗传学、表观遗传学、免疫病

理学等多种手段研究肺血管闭塞、血栓与右心重塑的关键环节和信号通路，阐明机制，

发现靶点。

2013 年我中心在全院率先开设血栓与抗凝专科门诊、房颤抗凝专科门诊，并将

内科 18 病区建设成为全国第一个血栓专科病房，半年内收治专科患者超过 370 例。

荆志成主任带领团队利用血管内超声诊断评价 CTEPH 等相关肺血管疾病，利用球囊

扩张治疗狭窄性肺血管疾病，开展了利伐沙班、阿哌沙班、达比加群等各种新型口服

抗凝药物治疗各类血栓性疾病。这些新药和新技术的应用填补了我院多项空白，切实

提高了我院血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

血栓性疾病诊治中心成立 1 年来承担多项国际和国内临床试验项目，包括：1）

APEX 研究（比曲沙班预防内科危重患者静脉血栓形成）；2）安立生坦治疗 CTEPH

全球研究；3）安立生坦治疗 PAH 的上市后 IV 期临床研究；4）MERIT-1（Macitentan

治疗 CTEPH 全球多中心研究）；5）口服瑞莫杜林治疗 PAH 全球 310/311 研究；

6）拜耳全球血栓 INNOVATE 计划。荆志成主任担任这些项目中国区 COUNTRY 

LEADER、掌舵委员会成员或全球 Leading PI。

2013 年 12 月，荆志成主任与全球 10 个国家的专家共同编写并发表了第五次

世界肺动脉高压治疗规范（J AmCollCardiol. 2013; 62: D60-72）。值得指出的是，

这篇最权威的治疗规范总共引用全球历史上 80 余篇文献，其中有 3 篇文献来自荆志

成主任课题组的原创研究（EurRespir J 2009;33:1354-1360；Am J RespirCrit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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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缺血性心脏病、瓣膜

性心脏病及心肌病占 HFCU 住

院患者病因构成的 90% 以上。

缺血性

瓣膜病

心肌病

高血压

其他原因



2013 年我院肺血管病中心

被中国医师协会授牌“卫生

部肺动脉高压规范化诊断和

治疗基地”

2013 年 9 月 , 药理中心许莉

受李一石教授的委托，在美

国临床药理学会年会上做“中

国临床试验的发展和经验”

专题发言

2013 年 7 月肺血管病中心

举行“提高肺动脉高压诊治

水平的关键技术研究”成果

鉴定会

血栓性疾病诊治中心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Medicine Center 合作、交流与培训Collaboration, Exchange and Training

Med 2011;183:1723–9；Chest 2013;142:1363–4）。这三个中国研究补充了指南

三个空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本次指南的流行病学和遗传学部分还引用了荆志

成教授课题组关于遗传学和中国肺动脉高压患者生存率等方面的研究共五篇。我中心

蒋鑫博士也被邀请参加了本指南的编写工作，为我院争得了荣誉。

血栓性疾病诊治中心非常重视基础研究工作。在阜外医院胡盛寿院士等领导的支

持和关心下，荆志成主任担任了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 PI，组建了血栓与血

管生物学课题组，王晓建副研究员担任课题组骨干。2013 年我课题组共获得 5 项纵

向科研课题，包括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项目、1 项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 2 项人才项目，荆志成主任也当

选为协和学者特聘教授光荣称号。我课题组在 2013 年发表通讯作者 SCI 论文 7 篇，

包括 3 篇原创性论著、2 篇综述和 2 篇 letter，总计影响因子 35.1。发表署名作者文

章 3 篇，2 篇临床研究发表于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1 篇 WHO 肺高血

压指南，发表于 JACC。另外发表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3 篇。

血栓性疾病诊治中心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荆志成主任受邀在 2013 年亚太呼

吸疾病学术年会做主题演讲；受邀在 2013 年 ATS 大会做最新关键研究进展大会发言；

受邀在欧洲中部罕见病大会主题演讲；受邀代表中国参加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举办的

全球血栓 INNOVATE 峰会；王晓建副教授应邀参加 2013 年 AHA 大会口头发言。荆

志成主任的研究还获 2013 年度欧洲心脏病学大会（ESC）最佳壁报奖。

我中心积极推动国内血栓性疾病诊疗知识的推广应用。2013 年 5 月，我中心成

功举办第五届“长征之路”全国肺循环与血栓性疾病会议。参会代表超过 1000 人，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积极交流，促进了我国肺循环与血栓性疾病临床诊疗和科研水平

的提高。

由于上述工作，荆志成主任在 2013 年获得了很多学术荣誉，包括北京医学会第

一届血栓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全国青年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北京医学会心血管专科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协和学者特聘教授等，

为血栓中心的发展夯实了基础，为阜外医院内科争得了荣誉。

合作交流与培训
Collaboration, Exchange an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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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高血压与外周血管病

诊治中心主办举办了首届外

周血管疾病及顽固性高血压

介入治疗培训班，分两期于 6

月 7-8 日 和 12 月 20-21 日

在我院举行，每期约有 100

人参加培训，培训班邀请国

内本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了

精彩的外周动脉疾病介入治

疗和经皮射频消融去肾交感

神经术治疗顽固性高血压的

操作演示，并举办了相关疾

病的专题讲座，提高了学员

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水平，对

于规范诊治外周动脉疾病和

顽固性高血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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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交流与培训 Collaboration, Exchange and Training

由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中华内

分泌代谢杂志》和医科院糖尿

病中心共同主办的“第 2 届糖

尿病与心血管疾病国际论坛”，

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在北京九

华山庄召开。论坛邀请了国内

外多名糖尿病领域和心血管领

域教授做了精彩报告。共同探

讨 2 型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的内在联系与预防策略，为促进内分泌与心血管领域的

学术研究和临床应用，提高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诊治水平提供了新的思路。

2013 年 5 月，血栓性疾病诊治中心成功举办第五届“长征之路”全国肺循环与

血栓性疾病会议。邀请专家超过 100 位，参会代表超过 1000 人。国内外的专家、学

者积极交流，促进了我国肺循环与血栓性疾病临床诊疗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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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情况

授权专利

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经桡动脉微创化冠心病介入诊疗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应用   

杨跃进   

发明专利：一种分选人骨髓极小胚胎样干细胞的方法；主要发明人：杨跃进

实用新型专利：超声指导下穿刺附件；主要发明人：毛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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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基金

2013 年在研的国家级课题

2013 年，内科在研的纵向课题 115 项，其中，“863 计划”，“973 计划”“十二五

攻关”课题等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 19 项，国家自然基金等国家级项目 45 项。

科研基金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负责人

全降解血管支架材料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 “863”计划 邱洪

心脑肾重大疾病异病同治的微血管共性病理
机制研究

“973”计划 杨跃进

参松养心胶囊治疗窦性心动过缓的机制研究 “973”计划 浦介麟

医用镁合金材料的生物适配设计与降解调控
机制研究

“973”计划 袁晋青

易损斑块标记物的高灵敏单分子检测及多模
成像的分子靶向研究

“973”计划 宋雷

支架类产品应用评价研究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蒋立新

国家级重大重点课题

国家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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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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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要心血管病患病率调查及关键技术研
究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高润霖

肺循环疾病及其心功能的研究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何建国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脏性猝死的一级预防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华伟

肺栓塞防治网络建设与临床诊治关键技术研
究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柳志红

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综合干预及转归的研究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乔树宾

静脉血栓栓塞症早期诊断及防治新策略的研
究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熊长明

心血管疾病关键治疗技术临床多中心研究信
息平台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杨跃进

特发性流出道室性心律失常的研究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姚焰

冠心病抗血小板治疗的优选方案研究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袁晋青

易损斑块的早期识别与治疗及降脂治疗个体
化研究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蒋立新

心房颤动的发生机制及干预方法学研究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张澍

药物基因组学与药效学研究指导中国人华法
林合理用药的Ⅳ期临床试验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刘红

冠心病医疗结果评价和临床转化研究 卫生行业科研专项 蒋立新

心脑血管疾病防控的转化医学研究 中国工程院项目 高润霖

全基因组关联方法筛选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新
遗传易感基因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
合作项目

荆志成

阿托伐他汀合用白藜芦醇对药物洗脱支架置
入后内皮化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窦克非

二肽酶基酶 -4 在慢性应激抑制下肢血管再生
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李萍

SNAREs 介导膜运输障碍与 BMPR Ⅱ关系及
其在肺动脉高压发病中的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柳志红



科研基金

Apelin 对肥厚型心肌病心肌细胞肥大和心肌
纤维化的作用和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乔树宾

应用生物工程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房室传导
阻滞的实验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任晓庆

心脏钠通道无义突变的分子机制和干预策略
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滕思勇

经导管去肾交感神经支配术对急性心肌梗死
后左室重塑的影响及相关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吴永健

“心肌灌注单元”内皮屏障功能在心肌缺血 -
再灌注损伤产生和保护中的核心作用和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杨跃进

不同心房颤动模型心房电图的机制探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方丕华

立体标测心房碎裂电位及改良步进法消融慢
性房颤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马坚

参松养心胶囊提高心率的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浦介麟

αB—晶体蛋白在 mTOR 活化引起的心肌肥
厚中的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颜红兵

犬心肌梗死后 T 波电交替预测猝死的机制及
迷走神经刺激干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张澍

心脏植入电子装置早期感染的诊断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陈柯萍

炎症相关基因表达调控与大动脉炎发病的分
子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党爱民

microRNAs 与主动脉夹层的诊断、预后和易
感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樊晓寒

先天性心脏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肺血管病变
性质及可逆性的病理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何建国

促红素促进糖尿病小鼠心肌梗死血管新生的
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唐熠达

骨髓极小胚胎样千细胞药物动员并定向归巢
提高梗死心肌再生疗效及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杨跃进

microRNA 调控大鼠出生后心肌细胞增殖能
力转变过程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郑哲

“人工胰脏”的容错控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陈燕燕

肾上腺内源性 RGS 信号转导通路对醛固酮合
成的调控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蒋雄京

冠状动脉瘤的炎症相关分子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李建军

辛伐他汀调节小 G 蛋白干预肺动脉高压的实
验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柳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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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激素 P13K/Akt 通路在心肌细胞凋亡中
的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唐熠达

NF-kB 的过度激活对无复流的影响和机制研
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颜红兵

RhoA/ROCK 信号通路在他汀改良急性心肌
梗死微环境并提高骨髓干细胞移植存活率中

的核心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杨跃进

MiR-221/222 调控心肌重塑的分子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邹玉宝

女性早发冠心病的血浆 microRNA 表达谱及
其相关发病机制的探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王虹剑

自噬在西罗莫司诱导的内皮祖细胞凋亡及阿
托伐他汀内皮保护作用中的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王天杰

强化阿托伐他汀促进心肌 SCF 分泌并趋化
c-kit+ 心脏干细胞靶向归巢修复梗死心肌及

其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徐辉

左心室心内膜起搏对犬失同步化心衰心室肌
电生理特性的影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丁立刚

阿托伐他汀促进急性心肌梗死周边心肌自噬
抑制心肌凋亡的机制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董秋婷

上皮钠通道基因变异与氢氯噻嗪药物基因组
学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罗芳

药物联合 MSCs 移植趋化 CXCR4+ 骨髓干细
胞群持久靶向归巢修复梗死心肌及其机制研

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宋雷

Neuregul in-l/ErbB 和利钠肽系统与心力衰竭
遗传易感性和临床评估及其在芪苈强心胶囊

作用机制和评价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张宇辉

Akt/GSK-3β 信号通路在 calpain 导致脓毒
症小鼠心功能碍中的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李小平

低氧诱导因子 -1α 对骨髓极小胚胎样干细胞
向梗死心肌迁移和移植效果的影响及其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钱海燕

探索维甲酸 / 维甲酸结合蛋白 -1-
microRNA-221 通路调控心肌梗死后细胞外

基质重塑的新机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俞梦越

表没食子儿茶素 (EGCG) 调节 PPARα，
L-FABP，APOA5 基因表达对脂质代谢的影

响及临床意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黄晓红

HDL 颗粒与冠心病患者心血管事件及炎症的
相关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李建军

压力导丝新技术评价中药改善冠状动脉介入
治疗术后微循环功能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吴永健



心血管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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