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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吴英恺创建阜外医院，高瞻远瞩地将阜外医院定位在当时

还很新的心血管病研究上。同年，方圻等一批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心组教

授调往阜外医院，为中国第一家心血管病专科医院的创立做出了贡献，

阜外医院介入导管室至今仍把方圻、胡旭东视为科室创始人。心电图技

术最早也是由吴英恺院长和当时的心内科主任方圻引进阜外医院的 。

在阜外医院短暂工作后，方圻回到了北京协和医院，但因阜外医院

和北京协和医院同属中国医学科学院，方圻的心血管病专科工作仍主要

在阜外医院进行，直到 1978 年后，协和医学院恢复招生并成立了内科学

系，方圻才回到协和担任内科主任。

把严谨认真的作风带到阜外

方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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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几年在阜外医院从事心血管专科工作，方圻在阜外医院的创建与发

展过程中深深地打上了烙印。

凡事要“亲临患者”，诊断要“如履薄冰”

方圻祖籍安徽省定远县，1920 年出生在当时的北平。在方圻的记忆里，

弟弟总是因为一些小伤而浑身出血，后来才知道弟弟患的是血友病。每次弟

弟出血，一家人无计可施，只能等着医生上门。

还是孩子的方圻看着浑身是血的弟弟，体会到害怕失去弟弟的恐惧与盼望

医生快点上门的期待，正是这种恐惧与期待的交织让方圻后来选择了医学。

1938 年，18 岁的方圻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学院医预系，因为战争，1941

年方圻转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就读，并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

都华西大学医学院。

1946 年，26 岁的方圻毕业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被分配到天津中央医院

工作，1948 年调入北京协和医院。

1950 年，方圻与黄宛教授一起开始

心电图的应用和推广，普及了我国心电图

机的应用。

方圻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期间，遇到

了自己一生的恩师——协和内科主任张孝

骞。战争期间辗转多地求学的方圻在严师

的教导下，心无旁骛地投身临床工作，练

就了扎实的基本功，更以学识渊博、平易

近人及无人能及的认真态度著称。

方圻从北京协和医院的张孝骞那里

继承了受用一辈子的座右铭：“凡事要早年方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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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临患者”，诊断要“如履薄冰”。方圻刚做住院医生时，有不懂之处

前去请教，张先生都要问他 :“亲自看过患者了吗 ? 对他的病史了解多少 ?”

然后一点一点地对着病历追问细节，直到方圻发现有哪些问题没有注意到，

有哪些检查还得做为止。

谈及老师张孝骞先生的严谨和认真，可用一个例子说明：曾有一例女患者，

症状奇特 - 患感冒就休克。张孝骞在和女患者谈话中，记起 30 多年前因难产

而对其进行过治疗。但那时的病历已荡然无存。于是他下班以后，回家翻箱

倒柜，一本一本翻阅多年来门诊或查房时总是随身携带的记载病例的小本子。

他突然想起来：这位患者那次难产曾经有过大出血，会引发脑垂体坏死，导

致脑垂体功能减退，因此造成了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不足和应急反应的

缺陷，在受到紧急感染时，就可能发生休克。之后，患者的阳性血清浊度试

验显示，正是甲状腺功能减退、血脂增加的结果，最终确诊希恩综合征。患

方圻（右）与张孝骞教授（中）等一起主持临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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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服用了甲状腺片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药物作替代治疗，病情很快好转。

另一位是下肢沉重、活动困难达 3 年之久的患者。医生百思不得其解，

结果张孝骞在患者右侧腹股沟处发现了一个不大的肿物，而这个肿物此前没

有引起所有医生的注意。张孝骞仔细检查了肿物的形状、大小和硬度，对在

场的医生们说：“这大概就是病根！这个肿块可能分泌某种激素类物质，导

致钙磷代谢异常。”后来患者切除了肿块得到痊愈。病理诊断证实，肿物为

一间叶瘤。这种罕见病全球只报道过 7 例。

张孝骞还曾训斥一名高材生：“你不要自以为聪明或者把书本读熟了，

就会成为一个高明的医生。严格说来，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轻视临床的人，

是不配当医生的！”

把协和的作风带到阜外

1956 年，对方圻来说非常重要。

这一年，方圻成为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与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心组的

几位教授调入刚刚成立的阜外医院，他担任内科主任，与吴英恺一起参与阜

外医院的创建工作。

当时方圻 36 岁，正是人生和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尽管北京协和医院历史

更为悠久，为医生提供了更好的职业环境，方圻依然对创建我国第一家心血

管专科医院兴奋不已。

方圻将张孝骞启发式的教育方式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带到了阜外，内科大

查房时，方圻要求管床医生不能看病历，对患者的情况要了如指掌，脱口而出。

在工作中一丝不苟、严厉的方圻对下级医生却是不吝教诲，言传身教，

循循善诱，得到了医护人员和学生的尊重与爱戴。

方圻和黄宛在 1956 年在我国首先开展了心脏导管检查技术，以及先天性

心脏病心血管病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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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圻在我国最早开展血流动力学的研究，以及最早开展针对风湿性心脏

病的血流动力学研究，为以后的血流动力学监测奠定了基础。

医者仁心  不忘初心

从患者身上学到东西重要，还是全身心诊治患者重要？

对于以性命相托的患者，方圻的感情也经历过成长和转变。早期的时候，

方圻认为只要练好技术，把患者治疗好最为重要。思想的转变是在长期积累

的基础上，一个诱因导致瞬间成长。

一次，方圻的一位同事曾因诊疗的患者都是常规疾病，没有学到东西而

长吁短叹，方圻突然意识到，患者和医生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是从患者身

上学到东西重要，还是全身心去诊治患者重要？

方圻在射频消融技术学习班上（前排左 1 陶寿淇、左 2 汪丽蕙、左 3 方圻、左 4 顾复生、左 5 吴宁；后排
左 2 刘士珍、左 3 高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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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圻选择了全心全意地为每位患者服务，真正热爱患者。方圻每天都要

问自己，我态度上是否有欠缺的地方，还有什么做得不够。这么多年来，无

论是诊疗一方富甲还是劳苦大众，方圻始终能不忘初心，一视同仁。

救人的例子数不胜数，方圻担任医院领导者期间，无论工作多么繁忙，

始终没有离开临床一线。他接诊的每一位患者都得到了细致诊疗。方圻坐诊时，

诊室里面总会放一把椅子，当每一个患者进来方圻都会站起来恭敬地请他入

座，细细的进行问诊，无论贫穷富贵，他们在方圻心中只是患者，都是他需

要关怀和治愈的对象。

这些治病救人的成功病例本可当成炫耀的资本，但方老把这些看得很淡。

他一直认为这就是他的工作，他的责任。他觉得对他个人的肯定并不重要，

整个医术的传承和提高、让更多患者获益才是最重要的。谈起方圻，当今心

血管内科名医无不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有的医生更以“他是我的老师”，“他

是我老师的老师”而自豪。

1983 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委员合影（前排左 5 为方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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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协作，推动高血压防治

1978 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成立，方圻作为连续三届的副主任委

员，大力推动了我国高血压防治事业的发展，组织参与了我国高血压防治的

多次全国性普查工作。

1986 年，时任中华医学会第二届学会常务委员的刘力生发起并组织高血

压联盟。在高血压联盟筹备发展期间，正是方圻担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学会的

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副主任委员时期，他对高血压联盟的成立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对高血压联盟加入世界高血压联盟（WHL）做了很多推进工作。

在方圻的推动下，高血压联盟于 1991 年同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共同召开了高血压、冠心病国际学术会议，同时举办了“高血压、心

血管疾病与临床试验最新进展讲习班”，来自全国的 362 名医生参加学习。

此后，该类大会和学习班每年举行一次，大大促进了我国心血管、高血压防

治工作的普及和进展。

由于方圻与阜外医院的渊源，他也间接促成了高血压联盟与阜外医院等

组织合作的多项国内外高血压、心血管病大型临床研究课题。在高血压联盟

参加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展中国家心血管健康项目研究中，方圻也默

默地做了大量工作。

陪伴周总理的最后岁月

方圻陆续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陈毅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方圻多次代表中方医生到其他国家执行医疗保健工作。

当国家领导人保健医的时光里，最令方圻难忘的就是陪伴在周总理身边

的日子，在周总理患癌与世长辞前的最后 2 年里，方圻衣不解带地守在他的

身边，反复斟酌诊疗方案，亲眼见证了周总理在最后的岁月中批示文件、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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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外宾，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精神。

1975 年，周恩来抱病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方圻随同周恩来一同坐飞

机前往。周恩来逝世时，方圻始终陪伴身边，送周总理最后一程。

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将周总理总放在身边的一座石英钟赠送给方圻。

至今，这座石英钟仍摆在方圻家里，被方圻视为传家宝。方圻嘱咐自己的女儿，

如果有一天这座石英钟不再走了，指针要拨到总理逝世那个时间。周总理曾

评价方圻“模范共产党员”，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看重的荣耀。

邓颖超曾亲笔书写致方圻的书信，信中写道，“亲敬的模范共产党员方

圻大夫，向你祝贺，向你致敬，向你学习”。

� 整理 / 王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