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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外医院学科创始人奖获得者  

薛淦兴研究员

实验外科主任（1983-1989年）

心外科临床形态研究室主任

（1983-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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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0月25日，薛淦兴先生出生于福建上杭山区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为

了改变自身穷困的生活境遇，少年时期的薛淦兴，一边做学徒工一边刻苦学习，

胸怀科学报国的理想，于1942年考入厦门大学机电系学习。然而，当时的中国正

遭受日本侵略，半壁江山沦陷，中华民族深处危难之中。眼见科学报国无门，遵

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古训，薛淦兴于1944年重新考入湖南湘雅医学院学

医。6年寒窗苦读为他日后成为优秀的医学专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毕业，恰逢新中国建立不久和

湖南解放，历史向这位青年学者展开了崭

新的一页。他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的生活

和工作中，在专业知识逐步增长的同时，

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新旧社会的对比

使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实行

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由此，他内心

坚实地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于1952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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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作为湘雅医

院又红又专的青年专业骨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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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获医学副博士学位毕业。留学期间，访苏代

表团中德高望重的钱信忠、黄家驷、吴英恺等老前辈召见了薛淦兴等青年学者，

积极鼓励并热情欢迎他们学成之后回国服务，报效祖国和人民。1958年，薛淦兴

自莫斯科留学毕业回国，由卫生部分派至新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脏外

科，任主治医师迄1969年。

这是一段充满动荡和艰辛的岁月。六十年代初期，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遭遇

了极端的艰难困苦；六十年代中后期，全国更陷入史无前例的“文革”内乱。中

国的心血管外科事业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社会环境和简陋的工作条件下辛勤开拓、

艰难进取、逐渐成长的。当时的阜外医院聚积了一大批中国胸心外科的中坚力

量，包括吴英恺、侯幼林等老前辈，以及郭加强、朱晓东、薛淦兴等为代表的中

青年骨干，使之成为中国胸心外科专业的重要发源地。结合临床工作需要，薛淦

兴医师继续从事先天性心脏病的胚胎发育和外科解剖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临床

著述，为理论知识的教育普及和临床应用贡献了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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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文革期间，和中国许多知

识分子一样，薛淦兴先生受到不公正对

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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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公里，海拔3000米的高原小镇德

令哈，开始了他长达7年的牧区医师生

涯。“德令哈、德令哈，茫茫荒漠少人

家，夏天飞沙冬天雪，牦牛相伴走天

涯”。即使在今天，当地的生活条件依

然相当艰辛。据当年和薛淦兴医师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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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知识无用的年代里，在

小小的州医院里，北京专家的到来并没

引起什么轰动，因为那时候不要知识、

不要技术，只讲阶级斗争，谁也没有心

思思考在3000米高原如此简陋的条件下

开展心脏外科手术。

压抑的政治氛围、艰苦的生活环

境、简陋的工作条件，这一切都难不倒

薛淦兴先生为穷苦的民族同胞治病救命

的决心和热情。在海西州人民医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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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顾高原反

应的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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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深入牧

民的帐篷检诊患者。他发现当地的先心

病尤其是动脉导管未闭和房间隔缺损发

病率远高于内地，甚至一户人家多个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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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薛淦兴教授（右一）和

支启华医师（左一）切磋心脏病理解剖

1977年，薛淦兴教授（左二）

在青海筹建高压氧舱，在常压病房工地

薛淦兴教授（左二）检查术后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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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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众多患儿的病患痛

苦和家长期待的目光，薛淦兴先生经

过深思熟虑，决心在当地开展先心

病外科手术。他带领同事们集思广

益、创造条件、克服困难、从头起

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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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淦兴先生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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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淦兴先生主持完成了约300例各类先心病手术。作为海西州医院心脏外科的

创始人，各种临床工作十分繁重，但薛淦兴先生总是兢兢业业、日以继夜、不辞

辛劳地忘我工作。术前检查、术后处理的细小环节他都以身作则、亲力亲为。饱

满的热情、精湛的医术深得患者家属和同事们的赞扬和好评。

高原条件下，大气压低和缺氧，使患者的治疗带来潜在风险，尤其是那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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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淦兴教授在海拔三千米高原开展心脏外科手术

深入牧区，送医送药 在牧民帐篷内巡回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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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肺动脉高压的患者。薛淦兴先生大胆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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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淦兴先生在高原牧区医院的突出成绩得到青海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好评。

1979年，为了更大的发挥其作用，他被调至省城西宁市，具体指导和参与筹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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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淦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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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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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回北京后，薛淦兴先生仍然一往情深地关注着青海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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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当地医护人员和患者留下终身难忘的记忆。甚至在他退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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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看病

求医。

1979年，历经磨难与周折的薛淦兴先生调回阜外医院，终于迎来了他一生

之中医学科学事业的第二个春天。“老骥伏枥、志在千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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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

床经验热心地传授给后人。他协助郭加强教授编写了《心脏外科技术图谱》，和

朱晓东教授共同主编了《心脏外科指南》，这两本数十万字的专业著作凝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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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薛淦兴教授

（右一）和吴英恺

院长（左二）在西

宁交谈青海心脏病

研究所发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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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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淦兴先生主持和参与了多项临床科研工作，其中不少项目取得了显著成绩

并获得医科院、卫生部和国家的奖励和表彰。包括：1981年，“心脏粘液瘤的诊断

治疗和病理研究”获卫生部科技进步奖甲等奖；1988年，“先天性心脏病命名和分

类”获医科院科技奖；1989年，“先天性心脏病的遗传学探索性研究”获医科院科

技奖；1989年，“获得性心脏血管病专科分类”获医科院科技奖；1991年，“人工

心脏瓣膜研制与临床应用”、“四联症根治术右室流出道重建标准”获卫生部医药

卫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2年，“人工心脏瓣膜置换与法乐四联症右室流出道重

建技术及其推广”获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1997年，“法乐四联症根治术的系列研

究”获卫生部医药卫生科学进步奖三等奖。

薛淦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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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心血管病杂志》等。为办好这些杂志，他呕心沥血、笔耕不辍。他特别注重提

携基础单位的青年作者，不厌其烦地为其修改稿件，案头工作时常到夜深人静。

薛淦兴先生为国家培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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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高知名度的心脏外科专家，薛淦兴先生与国外同行常有联系和交

往。他与郭加强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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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交往中，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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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学术交流的

桥梁作用。

薛 淦 兴 先 生 虽 然 德 高

望重，却始终保持平易近人

的谦谦君子之风。他身居阜

外医院这块学术高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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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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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薛淦兴教授访问苏联新西伯利亚血液循环病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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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诊疑难病例以及主持或参加手术，使基层同行深受其益，深得教诲。

1992年，年过古稀的薛淦兴先生退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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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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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奉献精神，独到

智慧，顽强毅力和辛勤工作，谱写了又一曲令人敬佩的开拓者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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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零起步，谈何容易！毕生从医的亲身经历使薛淦兴先生认识到，沿袭传

统公立医院的老旧管理方式创办医院，注定以失败告终。借鉴国内外医院管理的

先进理念和经验，薛淦兴先生与管理层一同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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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出一整套

科学合理的成本核算和分配方案，既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又充分激发了医院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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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患者治病一如既往，科学严谨、精益求精。他的同事回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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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术后病人，薛老都要到监护室巡查，直至病人

病情平稳后，才到办公室打个盹，半夜每二、三个小时还要看病人。”这段朴实

的文字，仿佛是把白求恩同志“两个极端”的优秀风范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薛淦兴先生高度重视医德医风建设，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他经常告诫全院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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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淦兴教授（中）与郭加强院长（左一）

和朱晓东院长（右一）出访时合影

1991年，薛淦兴教授在阜外医院

外科3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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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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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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病人和家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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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淦兴先生开办了“鱼

水工程”的学术讲座和交流。曾经先

后 举 办 2 0 余 次 国 家 和 省 级 Ⅰ 类 学 分

讲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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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邢台工作的北京专家也多次到协

作单位市县医院会诊、讲课，受到基层

医院的好评。

薛淦兴先生在邢台工作生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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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 淦 兴 先 生 先 后 任 主 治 医 师 、

副研究员、主任医师、心脏外科副主

任、实验外科主任、临床形态研究室

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

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

所 阜 外 医 院 院 所 常 务 委 员 、 学 术 委

员会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心血管技术协作

培训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卫生部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评审委员会委

员；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薛淦兴先生曾先后获得多次荣

好
医
生
是
如
何
炼
成
的—

—

薛
淦
兴

H
A

O
Y

ISH
EN

G
 SH

I R
U

H
E LIA

N
C

H
EN

G
 D

E
-X

U
E G

A
N

X
IN

G

好
医
生
是
如
何
炼
成
的—

—

薛
淦
兴

H
A

O
Y

ISH
EN

G
 SH

I R
U

H
E LIA

N
C

H
EN

G
 D

E
-X

U
E G

A
N

X
IN

G

薛淦兴教授主持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

薛淦兴教授在协作医院参加心脏外科手术

薛淦兴教授（左二）在河北邢台市

心血管病医院同其他院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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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和奖励，其中包括：第五届海西州政

协委员、政协副主席；第五届青海省人

民代表；1978年3月，获全国科学大会

和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青海省科技大

会先进个人奖；1991年，获中国医学科

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9年，他终

于迎来了一生职业生涯的辉煌时刻，获

得心血管外科专业最高奖项——中国胸

心外科杰出贡献奖。

薛淦兴先生因为健康的原因真正

赋闲在家时已是近90岁高龄，但他老人

家却有着一颗永远年轻的心，永远都有

新的追求和新的奋斗目标。老先生耳不

聋、眼不花、齿不摇，书报不离手，还

经常上网关心新闻事实，下载一些文章

和诗词。每每学生们前来看望的时候，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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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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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外医院高润霖院长（中）

前来邢台市心血管病医院指导开展合作

薛淦兴教授多次获得国家级、

部级、医科院级奖励

薛老九十高龄赋闲在家上网，继续关注他终身追求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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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我们的老先生，总是面带微笑，欣慰地看着大家——这就是他认为的平凡人

生中亲情、友情的一种福气

2012年2月，薛淦兴先生因肺炎并发呼吸衰竭在阜外医院逝世，走完了他老人

家逆境拼搏、挫而愈勇、专注事业、辛勤奉献的一生，享年92岁。

在薛淦兴先生工作和生活的人生中，始终有夫人李华清的伴随和支持。李

华清老师1923年2月出生于广东梅州的贫苦农民家庭，中学时是薛淦兴先生的同

班同学。自那时起，两人逐渐相识、相知、相爱，并结为夫妻，共度一生。李老

师1944-1948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终身从事教育工作，1956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在梅州、长沙、北京等多所师范和中学任教。1970年随薛淦

兴先生下放青海海西州，担任州文教卫局长。1979年回北京后，在医科院卫校任

书记、校长，直至退休。李老师一生伴随薛淦兴先生，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白

头偕老，是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他们共同育有一儿一女，至今李老师在家安享

晚年。

（沈向东  闫金凤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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