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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城事·社区

阅读提示

他是全国麻醉和疼痛学界的领军人物，曾实行我国第一例深低温麻醉，研制出国内第一台空气麻醉机，他叫王景阳。
先后编著20余部书籍，发表医学论文200余篇，为新中国麻醉事业和国防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如今101岁高龄的他仍然
笔耕不辍，希望能为家乡的麻醉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记者 杨潇

12月 4日，纪念丽水中学建校 120周年大会在

丽水中学报告厅举行。在校友代表祝福母校的环

节，全国麻醉和疼痛学界的领军人物、百岁老人王

景阳与丽中高一学生彭培哲互赠礼物，以表传承。

“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中是很重要的，我读书

时的赵仲苏校长把‘报国之心’作为校训，我就把

这四个字一直记在心里。”王景阳对同学们说，能

够在丽水中学念书，这么好的环境，是同学们难得

的机遇，一定要好好学习，把握现在，为未来的人

生打好基础。

1922年 6月，王景阳出生在丽水市区酱园弄口

的一栋老房子内，遭遇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一

次陪人求医的经历，让他感到了医生职业的可敬

与神圣。于是他选择了从医这条道路。在麻醉医

学领域耕耘 70余载，王景阳不仅实行了我国第一

例深低温麻醉、研制出国内第一台空气麻醉机，还

先后编著 20余部书籍，发表医学论文 200余篇，为

新中国麻醉事业和国防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如

今 101岁高龄的他仍然笔耕不辍，希望能为家乡的

麻醉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多次年少逃亡的经历
让他坚定了从医之路

“我的老房子就在兴华广货号边上，父母在街

对面经营着典型的夫妻杂货店。”在王景阳儿时的

记忆中，刻入骨髓的是他父母亲的杂货店。当年

在囿山小学读书的他成绩优异，常常能得到祖父

的银元奖赏。可轻松愉悦的童年时光结束后，日

军侵华，浙江沦陷，侵略者的狂轰滥炸让一心求学

的他四处躲避，幸运的是几次都逃过了危险。

“一次在江西玉山，我们正在吃饭，一颗炸弹

在附近落下，一声巨响，震得桌上的碗筷纷纷落地

上，幸亏没有伤到我们。”王景阳回忆，从江西玉山

到福建邵武的路上，日机又来轰炸，他们躲到一处

墙壁下，结果一颗重磅炸弹落下，一座泥墙顷刻倒

下，躲在另一边的许多人被埋。

后来，王景阳在福建私立协和大学读书，没想

到福州鼠疫杆菌引发了流行鼠疫，不少同学都因

感染病菌而死。眼看一名名感染鼠疫的同学离

世，王景阳心里十分难过。有一次，他陪人去福建

省立医院求医，看着那些穿白大褂的医生，猛然感

到了医生职业的可敬与神圣。

恰好这时，国防医学院来招生，王景阳报名后

被录取。

1949 年，国防医学院毕业的王景阳恰逢上海

解放，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他，留在了实习的

华东人民医院（即现在的长海医院）外科工作。

可当时并没有专业的麻醉医师，只能由外科医生

轮流担任。为了手术科室发展的需要，王景阳被

派往中山医院师从吴珏教授学习麻醉。当时国

家的麻醉技术水平不高，没有专门的教科书，相

关资料也很少，条件十分简陋，整个医院也没有

几台设备。

“我这个人不怕苦，但是我就怕不够创新。”王

景阳说，年少时多次的逃亡经历，磨砺了他坚强的

意志，战争后的任何情况，都让他有种“苦尽甘来”

的感觉，在从事麻醉研究中遇到的困难，他都能够

坦然面对，可他唯独面对不了中国麻醉医学远远

落后于世界。

于是，在资源极度紧缺的情况下，王景阳绞尽

脑汁，创造性开展新型麻醉技术。因为是新型技

术，他不敢用于临床试验，便在自己的大腿上进行

尝试，至今腿上还有皮肤组织坏死。

成为麻醉医生后
他多次自身试验醉心麻醉事业

1954年，为了抢救 3名患有感染性休克的濒死

病人，王景阳以注射器为病人动脉输血，结果血压

很快上升，病人转危为安，他因而被授予二等功。

同时他亲自动手将抽血用粗针头改制成硬膜外穿

刺针，用姑娘扎辫子的空心塑料细管制成硬膜外

导管，再用龙胆紫颜料做标记物，在国内较早开展

了持续硬膜外麻醉。

1961年，为了当时形势的需要，王景阳成功研

制出国内第一台空气麻醉机，被采纳为部队医疗

卫生装备之一，并供应全国各基层医疗单位，也支

援了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再次荣立二等功。

1962年，王景阳和全科同志放弃春节休假，用

狗进行闭胸体外循环深低温实验研究，成功将体

温为 40℃的 7 只狗降温至 10℃，心脏停搏 45 分钟

后，经复温复苏，狗全部成活，证明深低温对脑作

用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随后在 1965年，王景阳以深低温（15℃）麻醉，

成功配合完成了我国第一例心脏二尖瓣置换手

术，这也是我国实行深低温麻醉的第一例。

上个世纪 70年代，病人在进行颈丛神经阻滞

麻醉时，共需在颈部两侧进行 8 次针刺注药。为

了减轻病人痛苦，王景阳在国内较早开展了一

针法，再次以自身试验，在自己颈部两侧分别以

一针注入对照剂，观察药液在颈部的分布情况。

上个世纪 80年代，同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缓

和，王景阳在空气麻醉机的基础上，研制成具有平

战结合特点的多用途轻便麻醉机，此后他又设计

了新型的麻醉呼吸机，获得了国家专利，至今他研

制的空气麻醉机仍为部队医疗卫生装备。

“手术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这是王

景阳对麻醉医师工作的一个总结，因为以前对麻

醉的重视程度不够，所以大家对这个职业常常有

误解。

“麻醉医师得对患者的身体进行综合评估，并

根据评估结果选择合适的麻醉方法和麻醉药物，

制定相应的麻醉方案。”王景阳说，要想成为一个

优秀的麻醉医师，必须要不断学习，积极探索，熟

知各种常见疾病，掌握内科、妇科、耳鼻喉科等多

个学科知识。

退居二线后笔耕不辍
一直潜心麻醉教学和书籍编撰

1992年，年满 70岁的王景阳从长海医院麻醉

科主任的岗位退居二线。然而，当第二军医大学

第二年开设了全军唯一的麻醉专业后，他又欣然

受令，为军事院校麻醉专业的创建与教学努力，直

到现在仍担任着长海医院麻醉科的顾问、教授。

“我们医院从最开始只有三个人组成麻醉小

组，到如今发展成拥有 200多人的麻醉学部，人员

规模壮大了，应用也更加广泛了，不再仅仅局限在

手术室内了。”能够见证中国麻醉发展从无到有的

历程，王景阳甚是欣慰。

在麻醉医学领域耕耘 70余载，王景阳先后编

著 20余部书籍，发表医学论文 200余篇，获得中国

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终身成就奖、“中国麻醉学特

别贡献奖”、长海医院终身成就奖等荣誉。但他并

不满足于自己取得的成绩，利用一切时间，不断修

改和增添已经出版的内容，个别书籍已经印刷到

了第四版，页数也不不断增加。而他大部分的收

入，也都花在了书籍出版上。

“我每次回到丽水，都会带一些专业书籍回

来。”王景阳一直关心着家乡麻醉学科的发展。每

次回家都会给市中心医院、市人民医院等带去自

己最新出版的医学著作，并给麻醉科的医师们开

展专业性指导，与他们进行探讨交流。

近日，老教授还把他自己主编的一本名为《疼

痛门诊常用注射治疗技术》的书籍亲手送到了市

人民医院麻醉科。

如今 101 岁高龄的王景阳仍然笔耕不辍，每

天坚持坐在家中阳台上阅读医学相关书籍，在本

上涂涂写写，思考麻醉医学如何创新。记者在王

景阳家中看到了他尚未整理完的手稿，每条观点

都按照序号罗列，重点的内容用笔勾画标记。

“现在我国已有 10 余家医学院校设立麻醉学

专业，也已培养出一批本科麻醉医师及进修生、

研究生等，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王景阳

希望能进一步重视麻醉人才培养，让麻醉事业与

领先医学专科同步发展，共同冲刺医学高峰。

在丽水中学的120周年纪念大会上

百岁老教授为丽中学生送上“报国之心”

101岁的王景阳老教授至今仍笔耕不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