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

病理学长期以来被形象地喻为“桥梁学科”和“权威诊断”，在临

床医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 而最早吴英恺在创建解放军胸科医

院时，吴遐便肩负着创建病理科的重任。

在吴遐的领导下，阜外医院病理科逐渐成为了集临床病理与实验病

理相结合的双肩挑科室，也是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三大支柱之一。阜外

医院牵头开展我国动脉粥样硬化病理普查则是我国病理学，同时也是动

脉粥样硬化研究领域中的里程碑，是目前为止国内最权威、样本量最大

的人体资料，被《中华病理学杂志》列入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心血管病理

教条主义是开创事业的大敌

吴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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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

多年来，吴遐一直呼吁病理科要与临床医师共同研究外检、尸检资料，

寻找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尚未解决的难点，探讨和发现新的研究课题。

总体来说，目前病理科的设备条件在医院里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这

与医学科学的发展对病理工作的要求极不相配。但他指出，问题的解决要靠

医院领导的支持，更要病理科做出成绩来不断争取。 

从无到有

1925 年，吴遐在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美誉的江苏省镇江市出生。

1948 年，他背起行囊，离开家乡，来到贵阳医学院开始求学之路。肄业后又

就读于华北医科大学和天津医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吴遐进入了总后卫生

部战伤外科医疗研究组及医疗科学研究委员会担任秘书工作。丰富的求学经

历和在总后卫生部的工作经历，为他今后在心血管病理研究领域的成就奠定

了基础。

1956 年，吴遐调入当时位于北京西郊黑山扈的解放军胸科医院。由于

医院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吴遐便承担起了筹建病理室的重任。当时人员较

少，病理只能作为小组，与生理、生化、细菌、临诊各小组组成一个基础研

究室。

医生少、条件差、设备缺等困难都未能使他退缩，他带着两名技术员和

一名实习生，夙兴夜寐，苦心经营，对困难逐个击破。有志者事竟成，短短

一年间，吴遐带领的研究小组就使病理室走上了正轨，到了 1957 年春，已积

累尸检 18 例；规范了胸科标本病理检查及诊断，并开展了痰瘤细胞检查，而

此项诊断方法也成为了病理科强项。到 1957 年底时，吴遐领导的研究小组已

积极对胸科领域（肺、支气管）做了大量研究，而这些都是医院今后向心血

管领域转型的牢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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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难而上

1958 年，胸科医院迁到北京阜成门外，

改名阜成门外医院（简称阜外医院），隶属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院工作重点转向心脏血

管疾病，吴遐任正式成立的病理科主任。

医院性质转向心血管专科后，吴遐领

导病理科积极开展诸如冠状动脉解剖、心肌

肥大的形态标准等的心血管病理基础研究工

作。经过十几年的积累，阜外病理室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时已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态

研究具备了一定经验和较多的尸检材料。

吴英恺为了解新中国成立后国人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及其自然分布情况，

以配合当时刚起步的冠心病流行病学研究和人群防治工作的需要，高瞻远瞩，

提出了由阜外医院牵头开展我国动脉粥样硬化病理普查的任务。

在吴英恺院士的号召下，由阜外医院牵头协同 19 个大、中城市 25 个医疗、

科研单位和医学院校，组成了动脉粥样硬化病理普查协作组。课题组在没有

任何经费的条件下，不计名利、不辞辛苦，在短期内收集到各单位 1949—

1979 年间积累的尸检标本近万例。

课题组也遇到了工作量大和各地资料填写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有的人

觉得价值不大不愿继续下去，但吴英恺认为很有价值并加以肯定，才使得这

项工作没有半途而废。原副院长蔡如升教授和科研办公室主任周北凡教授指

派病理科工作人员按统一标准与各单位反复核实相关数据，并派遣北京部分

专家到广州、延吉、武汉、哈尔滨、广西等地复查心脏和主动脉标本，对不

符合标准的病例坚决删除。

吴遐带领病理人员共统计分析了冠状动脉 7159 例、主动脉 2044 例的相

青年时期的吴遐



200

1982 年 10 月在石家庄举行的全国“动脉粥样硬化”学术会议合影（三排左 1 为吴遐教授）

关病理数据。到目前为止，这仍是国内最权威、样本量最大的人体资料。

该普查研究应用大量尸检材料，涵盖从沿海城市到雪域高原、从新生儿

到 105 岁的地域及年龄跨度，地域上分秦淮南北，时间上分新中国成立前后（新

中国成立前的资料是根据王德修、胡正祥 885 名中国人与白种人的对照研究），

揭示了我国各地人群中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发生规律，获得了中国人血管壁

结构和动脉粥样硬化宝贵的数据，动脉粥样硬化病理的结果也与冠心病的临

床和人群流行病学的调查一致。

该研究证实，不能将动脉粥样硬化视为老年病。冠脉狭窄在中年时期发

展最快，在 35—55 岁的 20 年间以年平均 8.6% 的速度递增；动脉粥样硬化起

病在童年，10 岁以下的孩子有 1.17% 存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 11% 的孩子

存在主动脉粥样硬化。而斑块最早见于 12 岁的男孩，10—20 岁的青少年有

3.64% 有斑块。

研究还显示，冠状动脉在 69 岁以前，主动脉在 49 岁以前，同等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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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变新中国成立后较新中国成立前早发 10 年左右；动脉粥样硬化的检出率在

地区之间有明显差别，秦淮以北的相同程度病变比秦淮以南约早 10 年。

1983 年 5 月，《中华病理学杂志》发表了署名动脉粥样硬化病理普查协作

组的论著《7159 例冠状动脉

和 2044 主动脉动脉粥样硬

化病理普查总结》。1985 年

该文发表在国际病理学领域

Pathology Research & Practice 杂

志。其研究成果被评为当年

卫生部科技进步甲等成果奖。

该研究是我国病理学，同时

也是动脉粥样硬化研究领域

中的里程碑，是我国相关领

域引用最多的论著。它是目

前为止国内最权威、样本量

最大的人体资料，也被《中华病理学杂志》列入新中国成立 50 年来心血管病理

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论文的署名处只署单位没署个人。

教学相长

吴遐多次呼吁要组织好全院性临床病理讨论会。因为医院各科在诊断治

疗中总会碰到一些疑难和特殊的问题。这些问题单纯从临床和病理工作方面

都难以解决。组织好全院性临床病理讨论会，大家都能从中受益。

他举例，阜外医院外科曾有一例法洛四联症患者，手术效果很好，但术

后心跳就是不复苏，用尽一切方法，未能挽救患者。后来经过尸检并召开了

临床病理讨论会，才了解到患儿冠状动脉分布异形，是 1 例单瓣冠状动脉，

中国动脉粥样硬化病理普查研究分析 7159 例冠状动脉资料，
是迄今国内最权威、样本量最大的人体资料，证明动脉粥样硬
化起病在童年，在中年时期发展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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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左冠状动脉分段未发育好，只有右冠状动脉经右横沟分布到左室前壁， 而

右室前壁的外科切口正好切断了该动脉，造成右室及左室前壁血流供应中断，

心跳必然不能复苏。当时由于条件所限，未能在术前做冠状动脉造影，造成

手术的失败。

吴遐还认为，病理科应接受临床各科短期的进修生。病理知识是做个好

医生重要的基础之一。接受短期的临床各科进修生，不仅仅是为临床培养更

好的医生，同时对病理科本身的发展也有很多好处。临床医师在防治工作中

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病理科不一定全知道，他们所提出的意见和问题，特

别是他们的临床经验正是病理科加强业务训练和提高病理诊断水平所需要的。

通过教学相长，彼此都有收获。

吴遐教授主持病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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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外医院在建院初期就创立了标本室，以供学习研究之用。现在阜外医

院的标本展览室已积累有千例以上的标本，培养了阜外医院乃至全国各兄弟

医院的无数医护人员和专家学者。它的存在使几十年来数不清的参观学习者

们豁然开朗，受益良多。但不为人知的是这个标本室的背后凝结着吴遐很多

的心血。

标本室成立之初还很简陋，标本也很少。为满足医疗及教学需要，吴遐

带领大家不断将其发展完善。他如同在创作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一个标本

一个标本地挑选制作。日积月累，终于使阜外病理标本室发展成为了囊括从

胚胎发育各个时期直至成人的正常心脏、正常冠状动脉解剖、各种先天发育

异常的心脏及后天性心脏病等各种常见类型心脏及疑难心脏病病理标本的齐

全标本室。前来参观学习的人们面对着丰富的展览标本赞叹道：“参观前一

头雾水，参观后豁然开朗。”

并不在意    

20 世纪 70 年代末，冠心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在中国呈迅速上升趋势，成

为中国居民死因构成中上升最快的疾病，亦成为威胁中国公众健康的重要疾病。

吴遐对这一状况深感忧心，他认为要解除这一健康威胁，就必须对冠心病、动

脉粥样硬化，尤其是冠心病的发病原因及发病基础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于是他

积极与陈在嘉主任先后共同进行了几百例心肌梗死尸解病例的临床－病理对照

研究。

研究过程十分辛苦，因为需要长时间待在弥漫着刺激药水味的标本室。

但吴遐并不在乎工作环境的好坏，而是一心想要完成研究任务，使医学事业

向前发展。有时为了明确一个微小病变与临床表现的关系，他甚至不顾福尔

马林刺鼻的气味，反反复复地看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有时候面对临床医

师的提问，他即刻想到从标本中寻求答案，而忽视了福尔马林对皮肤的刺激，



204

甚至连乳胶手套都忘记戴上，但他并不在意，还风趣地说：“没关系，看完

标本手上擦点凡士林就好了。”

这些工作没有白做，吴遐发表了多篇论文，从病理学角度为临床认识冠心

病提供了可靠的形态学依据，也对现代化的急救和治疗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

贡献。此后，公众的健康防病意识逐渐提高，而这对吴遐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临床病理与实验病理相结合

从 1956 年来到解放军胸科医院，到 1987 年离休，吴遐用前后 30 多年的

时间陪着阜外医院成长壮大。期间，一度有病理科医师、技术员派往基层或

外调其他单位，在这种人员极其缺乏的条件下，吴遐仍坚持带领着病理科，

完成各项任务，有时他甚至得独立进行尸检或接受外检。

在吴遐的努力下，病理科人员逐渐增加。吴遐为年轻医生们创造各种学

习锻炼的机会，外送他们学习普通病理 1 年，努力让他们脱产学习英文等。

解放军胸科医院病理、检验及生化人员合影（后排右起第四人为吴遐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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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同志们经过学习及实践的培养逐渐成长了起来。

吴遐为了常规、教学、科研工作的进展，还努力为病理科增加设备，建

立新技术。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在吴遐的领导下，阜外病理科进入鼎盛时期，

他积极为全科工作人员创造并提供了一个求真、探索、拼搏、宽松、和谐的

学术氛围，陈国芬、宋来凤、阮英茆、黄文英、赵培真等各位专家在他的领

导下，积极发挥着各自的专业特长，不断填补着心血管病理的空白，亦是从

那时起，病理科真正成为了集临床病理与实验病理相结合的双肩挑科室，成

为了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的三大支柱之一。

吴遐每逢节假日必定自动加班半天。在做任务时，结合每个人的特长和

优点，让每个人都能发挥最大的价值，产生浓厚的归属感。是吴遐强大的凝

聚力让病理科先后获国家级、卫生部级、医科院协和医大级及本院所级科研

成果奖及医疗成就奖 36 项，培养硕士研究生 6 名，发表论著 216 篇，并参与

编写 4 部专著的部分章节。

钻坚仰高

1956 年， 吴

遐 在 刚 刚 建 立 的

胸 科 医 院 率 领 小

组 人 员 克 服 各 种

困 难， 在 短 短 2

年 时 间 里， 根 据

医 院 特 点 围 绕 胸

科 领 域（ 肺、 支

气 管） 积 极 做 了

大 量 工 作， 并 及 吴遐、陈在嘉、王凤连和张琪看望吴英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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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总结经验，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并参加著名心胸外科学家吴英恺教授主编

的《胸部疾病》之“肺结核病的病理学”章节的编写，这些病理经验的总结

对当时的临床工作起了直接的指导作用。

之后胸科医院改为阜外医院，在工作重点开始转型的时期，吴遐仍积极

处理过渡期间遗留的对消化道疾病诊治的病理研究工作。当时吴遐对食管癌

已积累了较深的认识，在院方的安排下，以阜外医院病理科为主办单位，邀

请了多个单位的病理工作人员，各自携带食管癌标本，由山东医学院病理科

孙绍谦教授指导，在阜外医院成立协作组，对 100 多例外科切除的食管癌标

本进行深入观察、探讨，提出食管癌类型的分型并联系临床，在发病学上发

现食管癌有多发中心。这些研究成果不久后整理成文并先后发表。其中“食

管癌和贲门癌病理形态和 X 线诊断的综合研究” 获院校表彰，并参加了 20

世纪 60 年代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肿瘤会议。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吴遐由于年龄原因卸任退居二线，但他依然用活

跃的学术思维，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心血管临床病理的研究工作中。由于他

的科研工作主要以病理形态结合临床诊断为主，在此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因此，他先后参与编写了刘玉清院士《心血管病影像学》和著名病理学家武

忠弼教授主编的《外科病理学》的相关章节等。

吴遐离休后笔耕不辍，继续整理过去未完成的研究工作，对于有学术争

议的问题积极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获得了学界诸多赞扬。

吴遐说，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常依靠前人所开拓的方法和经验来学习， 但

逐渐会变得墨守成规，时间长了往往就停滞不前，甚至形成教条主义。这是

我们开创事业的大敌。

病理学发展的机会在哪里？他的答案是我们应把病理知识紧密地与临床

和其他检查项目相结合，在不断的研究中解决实际问题，进而走出一条新路，

这也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

� 整理 / 刘能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