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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钟南山寄语：努

力守护“自由呼吸”。

【人物档案】
钟南山， 1936 年 10 月生于江苏南京， 我国呼吸病防治

的领军人物， 中国工程院院士、 广州医科大学呼吸内科学

教授、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 在 《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 《柳叶刀》 等国际权威刊物发表 SCI 论

文 200 余篇； 出版各类专著近 20 部； 主持制定多项甲流、

慢性咳嗽 、 慢阻肺等多种疾病诊疗指南 ； 先后主持国家

973、 863、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科技攻关、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WHO/GOLD 委员会全球协作

课题等重大课题十余项。

1995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2003 年被授予 “五一

劳动奖章”， 2004 年获中国卫生领域最高荣誉 “白求恩奖

章 ”， 2009 年被评为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

物”， 2016 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中国工程院光华

工程科技奖成就奖， 2017 年获美国胸科学会 “呼吸医学巨

人 （Giant）” 殊荣， 2018 年获 “改革先锋” 称号。

刚刚过去的8月，钟南山出差5趟，来去匆忙。 8月29

日，钟南山出国参加学术研讨会;8月31日，南航一架新
加坡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一位9岁男孩突发过敏，同航班
的钟南山亲自问诊检查，在确认孩子没有危险后离开。 9

月2日，＃男孩飞机上突发过敏遇到钟南山#登上热搜。

在钟南山的心中，病人始终处于第一位。 医院里，周
三上午查房、周四下午门诊是他固定的日程。

2003 年初，非典来袭，他不顾生命危险，夜以继日
地工作，曾一连 38 个小时没合眼。他说：“病人的生命重

于一切。 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 ”

其时，他已六十有七。

从医数十年，不论冬夏，钟南山都会把听诊器焐热了，

再放到病人身上听诊。 一些外地病人过来看门诊，钟南山
会关心地问：“有没有亲戚在这边？ 有没有地方住？ ”……

2007 年，钟南山在《柳叶刀》上发文，羧甲司坦除预防
慢阻肺急性加重外， 还可显著减少医疗费用；2017 年，钟
南山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布研究成果，证明慢
阻肺早期干预有效……钟南山强调说：“科研既要顶天，也

要立地。 顶天就是抓住国际前沿、国家急需项目，立地就是
要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 顶天的研究不能立地，不能缓
解患者的痛苦，意义就会打折扣。 ”

除了临床、科研，他还不忘教学，坚持推动医学教育改
革创新，成立“南山班”，培养一大批拔尖人才，“我们的目
标不是培养英语流利、 却去国外实验室干活的高级打工
仔，而是创新型的中国医学实用人才”。

钟南山的人生字典里 ，从没有 “停步 ”二字 ，“我有周
末，但我要干活。现在人活得长，80多岁还能干很多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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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干！ ”
光看外表，您绝对想不到，钟南山

先生今年已八十有三。对此，他开玩笑

自诩是“80 后”。

耄耋之年，本该含饴弄孙，他却仍

然坚守一线， 可见他对医疗事业的热

爱与赤诚。每周四下午，他在广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科出门诊，经

常干到晚上 7 点多；每周三上午，他会

出现在病房，带着学生查房、会诊，常

常忙到中午 12 点多……此外，他还继

续科研、出差开会，马不停蹄。 雷打不

动的是，他坚持每周锻炼 3 次以上，每

次锻炼约 1 小时，“运动对我保持身体

健康起到了关键作用，自己身体不行，

何谈治病救人？ ”

只有非常难得的辰光， 钟南山不

得不承认自己老了。非典以后，他的身

体出了不少状况：2004 年得了心肌梗

塞， 做手术装了支架；2007 年出现心

房纤颤， 逼得他告别篮球场；2008 年

得了甲状腺炎， 短短两个月瘦了 5 公

斤；2009 年又做了鼻窦手术……挺过

来以后，钟南山又会说：“我觉得，我还

能干！ ”

至于传承衣钵的年轻人，他坦言：

“年轻人有理想，更要有梦想；有要求，

更要有追求；有志气，更要能争气；有

热情，更要有激情。 要知道，病人的信

任是医生最大的动力， 病人的康复是

对医生最大的鼓励。 ”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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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医中勇士，患者铠甲
本报记者 付鑫鑫

白鼠“饲养员”的医生梦

“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

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

圣洁和荣誉。 救死扶伤，不辞艰

辛 ，执着追求 ，为祖国医药卫生

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

斗终生。 ”

———《医学生誓词》

上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 军阀混

战，民生凋敝。

1936 年 10 月， 钟南山生于南京

中央医院。因医院地处钟山以南，父亲

钟世藩为子取名“南山”。次年冬，钟南

山随家人西迁至贵州贵阳。 在贵州的

房子被日军飞机炸掉后， 钟南山一家

就栖身在医院一间临时的小房子里。

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 是我国著

名儿科专家， 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

学，曾任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广州中山医科大学

一级教授。

家庭环境的熏陶， 成就了钟南山

的职业理想。 为研究乙型脑炎病毒的

培养和分离， 钟世藩自费买来小白鼠

在自家书房做实验。 家里的三楼全是

老鼠， 幼年的钟南山每天都要去喂小

白鼠，乐在其中。 有人来找他父亲，问

邻居住址， 邻居说，“闻到什么地方老

鼠味道大，就是他们家了”。

1946 年 ，钟家迁至广州 ，钟世藩

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兼儿科主任。 钟

南山从小耳闻目睹父亲和其他医生对

病人的态度及做法。深夜，也有家长带

着孩子到家里看病，孩子康复后，家长

非常高兴，钟世藩也很开心。

“我觉得：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

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有很强的满足

感。 ”钟南山回忆往昔说。

1955 年，钟南山以优异成绩考入

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

系。 大学里的钟南山，不仅是一名“学

霸”，而且是名“活跃分子”，积极参加

各种文体活动，田径、游泳、篮球、举重

都是他的至爱。大三那年，钟南山参加

北京市高校运动会， 获得 400 米第一

名。 1959 年 9 月，他在首届全运会上

获得 400 米栏冠军，并打破全国纪录。

毕业后，他婉拒北京体校邀请，留校从

事放射医学教学。 1960 年，他获得北

京市运动会男子十项全能亚军。

钟南山对体育运动的酷爱， 也为

他带来了人生伴侣李少芬。 在一位朋

友家里， 钟南山认识了当时国家女子

篮球队队员李少芬。两人一见如故，此

后，在学业上互相帮助，在球场上互相

鼓励，最终喜结连理。

1969 年 ， 钟南山参加下乡医疗

队，来到河北宽城，遇到病人却束手无

策。 作为医学毕业生，钟南山很自责。

1971 年 ， 在妻子李少芬的帮助

下，钟南山离开北京，到广州第四人民

医院（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成为一名医生。

“我在学校做师资，从事新专业，

后来搞放射生物化学， 一直都服从分

配，从来都是标兵、先进。从 1960 年毕

业到 1971 年， 整整 11 年我都没做医

生！做医生是我的愿望，但不是我所能

选择的。挑到了这个医院，还是因为我

爱人。 ”钟南山说。

中国学者的赤子心

“在我学术生涯中，曾经与许

多国家的学者合作过， 但我坦率

地说，从来未遇见一位学者，像钟

医生这样勤奋，合作得这样好，这

样卓有成效。 ”

———钟南山在爱丁堡大学的
导师弗兰里教授， 于其归国时写
给中国驻英大使馆的信

到医院工作不久， 钟南山将一位

咳出黑红色血的病人误诊为结核病，

次日发现是消化道呕血， 病人险些丢

了性命。这件事刺激了钟南山，他开始

付出从未有过的努力， 跟着大夫余真

学习，晚上回家还继续研究功课。

余真后来回忆：不过两三个月，原

先粗壮黑实的运动员体格， 减了不止

一个码； 原先圆头满腮、 双目炯炯发

光、笑口常开的小伙子，变得高颧深目

面容严肃，走路也在思考问题；原先紧

绷在身上的白大褂， 竟然显得宽松飘

逸。 外人甚至向她打探钟南山是否健

康出了问题。 8 个月后，其他医生评价

钟南山，“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啦”。

1978 年，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在

京召开，钟南山作为广东代表参会。他

与副教授侯恕合写的论文 《中西医结

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被评

为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

奖， 也因此获得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深

造的机会。

1979 年 10 月， 年过不惑的钟南

山远渡重洋。在爱丁堡大学，钟南山从

巡查病房等点滴做起。 白天参加查病

房，参观皇家医院各系的实验室，晚上

泡在资料室“加班充电”。 为完成关于

“一氧化碳对血液氧气运输的影响”的

实验设计， 他从自己身上抽了 800 毫

升的鲜血测试校正， 修复了一台血液

气体平衡仪，并在自己体内做实验，得

到大学教授的表扬。

在全英麻醉学术研究会上， 钟南

山做的 《关于氧气对呼吸衰竭病人肺

部分流的影响》 报告与英国麻醉学权

威克尔教授的结论完全相悖！ 但前者

用大量的实验数据和严密论证， 对会

场提问一一作出解答， 获得全场评委

的一致通过。

在英国求学期间， 钟南山对呼吸

系统疾病的防治研究取得 6 项重要成

果，完成 7 篇学术论文，其中有 4 项分

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 麻醉学会及

糖尿病学会会议上发表。回国前，爱丁

堡大学极力挽留他， 但钟南山说：“对

自己祖国的热爱， 不仅出自血浓于水

的感情， 更源自对祖国深厚文明底蕴

的理解和骄傲。 ”

1981 年 11 月 18 日，钟南山从伦

敦飞回祖国。

勇敢战士的性情真

“我只想搞好自己的业务工

作，以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这

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政治。 一个

人在他的岗位上能够做到最好，

这就是他的最大政治。 ”

———2003 年 4 月 26 日 ，

钟南山回答《面对面》的提问

2003 年的非典疫情 ，让举国 “谈

非典色变”的同时，也记住了“钟南山”

这个名字。

2002 年 12 月 22 日，广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呼研所接诊的第一例

非典患者是从广东河源市人民医院转来

的，随后患者出现呼吸衰竭，随行医生、

护士和司机也发生感染。 2003 年 1 月，

河源市人民医院多名医务人员染病。

广东省内接连出现相同病例， 截至

2003 年 1 月 20 日，中山发现 28 例此类

病人。 21 日钟南山赶到中山，会同广东

省卫生厅专家组， 对病人进行会诊和抢

救。 22 日，专家们起草《中山市不明原因

肺炎调查报告》，首次将这一怪病命名为

“非典型肺炎”。随后，钟南山被任命为广

东省非典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钟南山态度

很明确：“病人的生命重于一切。 医院是

战场， 作为战士， 我们不冲上去， 谁上

去？ ”挺身而出的钟南山，忘了其时自己

已年近古稀。

钟南山不顾生命危险， 夜以继日地

工作， 一连 38 个小时没合眼。 他累倒

了 、 发烧了 ， 左上肺有炎症 ， 全身乏

力， 但据观察体会， 他认为， 自己得的

不是非典。 为免影响士气， 他选择在家

治疗， 没地方挂吊瓶， 就在走廊门框上

钉了一根钉子， 至今没拔掉 。 5 天后 ，

肺部阴影消失。 休息了两天， 他回到医

院 。 当时除了家人和一名打点滴的护

士， 没人知道钟南山病了。

2 月 11 日，在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

记者见面会上， 钟南山以院士声誉担保

“非典并不可怕，可防、可治”。

2 月 18 日 ， 北京疾控中心的专家

称，引起非典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

而广东医疗界人士并不认同这一结论。

于是，广东省决策层采纳钟南山的意见，

坚持和加强了原来的防治措施。 如今回

忆起来， 钟南山说：“如果当时没有广东

卫生部门领导的支持， 我想会多死亡几

百例病人。 ”这句感受的背景，来自当时

对非典病因和治疗方案上的不同声音。

钟南山和攻关小组全力以赴钻研疾

病的救治方法。在医学界，用类固醇治疗

病毒性感染是大忌， 对病人使用皮质激

素，也与传统治疗肺炎的方法相反。但钟

南山将以上措施写入 《广东省医院救治

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3 月 9 日下

发各地市与省直、部属医疗单位。

3 月是广东非典最严峻时段，6 家专

门用于接纳非典病人的医院已不堪重

负；3 月 17 日， 广东省全省累计报告病

例首次突破 1000 例。 此时，钟南山说出

了至今仍被世人记住的话：“请把最危重

的非典病人往我们这里送！ ”

钟南山团队当时提出的 “三早”（早

发现、早诊断、早隔离）以及“三合理”（合

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无创通气、合

理防治继发感染）的防治措施，成为我国

SARS 诊治指南的基础 ， 使得广东省

SARS 病死率全球最低 (3.8%)、 我国

SARS 的总体病死率位于国际上较低水

平(6.6%)。

4 月 11 日下午，呼研所拟于次日下

午在广州举行发布会， 宣布非典病原和

一个月前香港专家发现的一样， 是一种

新型冠状病毒。

谁料，钟南山被要求参加 4 月 12 日

在北京召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 在记者

的追问下，面对“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控

制”的提问，钟南山大声说：“现在，病情

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

叫遏制，不叫控制！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

还没有到位。 ”现场哗然。

16 日 ， 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

布， 正式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

起非典的病原体。 钟南山的坚持再一次

被印证，“科学只能实事求是， 不能明哲

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书本上没有

的，只能在实践中摸索”。

妙手仁心的创新力

“作为一个医生光给病人鲜花

是不够的，他还要给稻穗。稻穗是什

么呢？就是实在的东西，也就是实实

在在地给病人正确地诊断治疗，让

他恢复健康。 ”

———钟南山在一次庆祝大会的
讲话

通过非典事件， 钟南山建言献策推

动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 积极倡导与

国际卫生组织合作， 主持制定了我国非

典等急性传染病诊治指南， 最早制定出

《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 探索出了

“三早、 三合理” 的治疗方案， 在全世

界率先形成了一套富有明显疗效的防治

经验， 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十六年， 弹指一挥间， 不变的是钟

南山仍坚守在抗击疫情第一线。 他主动

承担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代言人的角

色， 在雾霾治理、 室内空气污染、 甲型

流感防控等公共卫生事件中敢于发声、

传递真知。 他带领团队探索建立符合中

国国情的呼吸道重大传染病防控体系，

建立了国际先进的新发特发呼吸道重大

传染病 “防—治—控” 医疗周期链式管

理体系 ， 对圆满处置 H5N1、 H1N1、

H7N9、 H5N6、 MERS 流感等突发疫情

发挥了积极作用。

“未来， 我的工作关注点在慢性病

上。” 钟南山说， 在全球， 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已成为第四大致死疾病 。 据推

算， 大约 95%的慢阻肺患者属于早期，

没有症状或只有轻微的症状， 绝大部分

都没检查过或看过医生； 直到有明显症

状时才去看医生， 但此时已是慢阻肺中

晚期患者 ， 肺功能降低了 50%以上 ，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2009 年 ， 在罗马举行的国际慢阻

肺大会上， 钟南山提出： “能不能像控

制高血压、 糖尿病那样， 对慢阻肺进行

早期干预？” 这一想法引发共鸣。 2017

年 ， 钟南山团队在 《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 发表研究成果， 提出慢阻肺早期防

治的新理念。

与此同时， 钟南山发现， “中医药

和中国传统医学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很

大！” 比如， 玉屏风颗粒可显著减少中

重度慢阻肺患者急性加重的风险。 又比

如， 打太极拳对改善慢阻肺患者功能状

态方面的效果与传统肺康复锻炼相当。

此外， 血必净注射液可显著改善重

症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的严重程度指

数， 降低死亡率， 减少机械通气持续时

间和 ICU 住院时长 。 该项研究论文已

于今年 6 月 3 日在线发表于 《重症医

学》 杂志。

他常说： “科研既要顶天， 也要立

地。 顶天就是抓住国际前沿、 国家急需

项目， 立地就是要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

题。 顶天的研究不能立地， 不能缓解患

者的痛苦， 意义就会打折扣。”

问及心愿， 钟南山又说起自己的三

个追求： “第一是促进呼吸中心全方位

建成； 第二个， 我研究了 26 年的抗癌

药 ， 现在已经走过大半路程 ， 希望搞

定； 第三个， 我希望把慢阻肺的早诊早

治形成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治疗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