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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所向 无问西东
——记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首席专家高传玉

本报记者 张 琦 通讯员 邢永田 文/图

他独立完成河南第一台心血管介入手术，从 0 到 1，开启了河南
心脏病介入诊疗的先河；他牵头成立河南省心血管介入诊疗质控中
心及胸痛中心，让河南的心肌梗死（简称心梗）死亡率从 2011 年的
10.1%下降至 2023 年的 3.6%；他 40 年躬耕不辍，开展了 1.7 万余台冠心

病介入治疗手术，无一例患者因手术死亡，创造了省内乃至国内多项
第一。

在河南，他的诊疗意见堪称心内科诊疗的“金标准”。他就是著名心
内科专家、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首席专家、主任医师高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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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传玉

1962 年，高传玉出生在河南
省夏邑县刘富营村。那个年代
缺 医 少 药 ，老 百 姓 深 受 疾 病 之
苦，连他在县政府上班的父亲就
医也十分困难。“我的家人经常
生病，那个时候看病实在是太难
了，我就下定决心，要当一名医
生。因此，我的高考志愿都报了
医学专业。”高传玉说。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高传玉
被分配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心内
科。他发现，医院对来就诊的急
性心梗患者并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是给患者开具药物以缓解症
状，治标不治本。那个时候，在
国内，只有北京、上海等城市可
以采用先进的介入治疗技术治疗
心梗，河南省在这个领域是一片
空白，还停留在用药物缓解症状
的水平。

于是，在时任心内科主任沈玉
祥的支持和指导下，高传玉向带教
老师请教、学习，查阅大量的医学
资料，带头建立了心内科的第一间
心血管实验室和动态心电图室。

“那个时候，除了日常心内科
诊疗工作，我的心思全在心血管实
验室上，一有时间就过去。整个实
验室里的一桌一椅、瓶瓶罐罐，就
连铺的胶质地板，都是我骑自行车
拉回来的。”高传玉说。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外兴起
了心血管介入治疗的热潮。高传
玉向海外的同学打听后，对这种技
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找机会
去国外学习。

幸运总是眷顾有梦想、有准备
的人。1996年，借助河南省人民医
院与国外大学签订的合作基金项
目，34岁的高传玉以优异的考核成
绩被公派至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圣文森特医院进修学习。他主动
选择了冠心病诊断与治疗中最先
进、技术要求很高的“介入性诊断
与治疗技术”作为自己的主攻方
向。

刚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圣
文森特医院时，管理他们这些年轻
医生的住院总医师，问高传玉做过
多少例心脏介入手术。

“我当时就把我做过、看过的
都算上，说是 30例，本以为自己说
得已经够多了，结果他说，这里的
年轻医生有时候一天就可以做那
么多。”高传玉说。那个时候，高传
玉才意识到，国内外心脏介入技术
的差距有多大，于是暗自下定决
心，一定要把这门技术学好。

在 3年多的进修学习中，高传
玉每天像陀螺一样奔走于 3 家医
院，穿着沉重的铅衣穿梭于手术
间，最多时一天跟着导师连做 20
台冠心病介入手术。

1999 年 11 月，学成归国的高
传玉决定干一番大事业。经过 3
年多的学习、锻炼，他对自己的技
术胸有成竹。可当时的河南省人
民医院，只有一台多年前购买的日
本产心脏介入设备。“属于拍几下
能转转，不拍连声音都没有的那
种。”高传玉这样描述。

雄心勃勃地归国，面对的却是

没钱、没患者、没机器、没工具这样
一种情况，高传玉难免郁闷，但平
静下来，他决定克服眼前的困难，
将学到的知识展现出来。终于，他
等来了第一位愿意在河南接受心
血管介入手术的心绞痛患者。

1999 年 12 月 18 日，反复心绞
痛的张女士再次突然出现大汗淋
漓、胸前区疼痛。高传玉发现她发
病时心电图 ST-T明显变化、心肌
酶升高，这是典型的恶化型心绞
痛。

经检查发现，这名患者的左
前降支严重狭窄，血流缓慢，需要
开通血管。当高传玉告知需要在
心脏植入一枚支架时，患者家属
颇有顾虑。当时，第一代裸金属
支架传入中国不久，河南尚无独
立治疗先例，没有人接触过这个
新生事物。出于对高传玉的高度
信任，患者家属最终同意了手术
方案。

手术非常顺利。高传玉在左
前降支近端植入一枚支架后，患
者的心肌缺血症状立即缓解。这
是河南省内首台本省专家独立自
主完成的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
也是河南省冠心病诊疗领域的一
次重大突破，奠定了河南省人民
医院乃至全省的心脏介入技术发
展基础。从此，河南省的冠心病
救治水平一跃进入全国前列，冠
心病患者告别了重病等死的境
地。

“她是我开展冠状动脉支架治
疗的第一位患者，今年已经 90 岁
了，现在依然健康地生活着。”回忆
起往事，高传玉感慨不已。

由于成绩突出，2000年，高传
玉被破格晋升为主任医师，1年后
担任心内科主任。

由于手术效果好，不少患者
闻讯而来。但当时的介入材料非
常昂贵，一个普通球囊就需要 1
万多元，而做一台心梗手术需要
用到多个球囊。这对患者的家庭
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
高传玉心想：“能不能做手术时
节约一个球囊，少用甚至不用球
囊，帮助患者省钱？”经过缜密的
思考和技术分析，他带领团队大
胆创新，开创了冠状动脉直接支
架 植 入 术 ，不 仅 缩 短 了 手 术 时
间，还帮助来院手术的患者节省
了一大笔开支。这一技术当时获
得了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

不仅如此，高传玉团队还在临
床实践中发明了压迫止血法，自制
纱布卷加压包扎，无偿用于临床，
可以为每位患者节省 400 元。15
年来，数十万患者从中获益。

在独立开展介入手术的第一
年，高传玉就顺利完成了 75 例心
脏介入手术。随着心内科团队的
不断成长，每年做的手术数量呈指
数级增加。短短几年时间，在高传
玉的带领下，支架植入等心血管诊
疗技术以其疗效好、见效快等优
势，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所接
受。整个河南省的介入心脏病学
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来看病的患者多了，遇见的疾病也比以往复杂
得多。高传玉发现，一些心梗患者存在心血管硬化、
钙化的问题。“我们心内科有句俗话，‘天不怕地不
怕，就怕冠脉有钙化’。”高传玉说，由于钙化病变较
硬，对患者的病变部位不能充分扩张，球囊和支架难
以通过，支架不能完全膨胀，手术的并发症以及早期
和晚期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明显升高。

2003年，高传玉团队在河南省开展了第一例冠
状动脉旋磨术。这种手术就像是在血管里放入行走
的“金刚钻”，在导丝引导下“金刚钻”进入患者的冠
状动脉，高速旋转，打磨阻碍血管通畅的“壁垒”，从
而使球囊容易通过及扩张，最后完成支架的植入，可
大大降低支架内血栓发生率和再狭窄率。近年来，
高传玉团队应用冠状动脉旋磨术治疗的患者数量和
质量控制指数位列全国第一。

解决了一个难题，另一个难题又来了。对一些
冠心病心梗患者行血管再通治疗后，无功能心肌恢
复和并发症的防治成为影响患者预后的严重问题。
高传玉认识到，一些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并不高，需
要补充因梗死减少的心肌细胞数量和恢复因缺血受
到损伤的心肌功能。这是影响冠心病心梗相关治疗
效果的关键。

2004年，来自济源的一位40多岁的患者找到高
传玉，自述在四川做完心脏介入手术后浑身浮肿、无
力，走几步就呼吸困难。高传玉诊断后发现，患者出
现大面积心肌细胞坏死，这是一例典型的心梗术后
心力衰竭患者，患者心功能差，预后很不好。

能不能提取患者的干细胞用于治疗呢？高传玉
大胆设想，并积极与河南省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
专家联系，谨慎探讨干细胞治疗心肌细胞坏死的可
能性。“能提取！”得到专家的肯定后，高传玉配合血
液病专家团队从患者的100毫升骨髓里提取了单个
核细胞（浓度为2×109个~5×109个），其中存在大量干
细胞。

成功提取后，他将含有大量干细胞的单个核细
胞通过冠状动脉均匀地撒在患者的心肌细胞上。神
奇的是，4周以后，经过检测，患者心肌细胞坏死的
地方部分变红了。“这代表我们救活了患者的心肌细
胞，也证明坏死的心肌细胞是可以被修复的！”患者
的症状明显改善，这一发现让高传玉激动不已。

他将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国内外多个杂志上，
后来还获了奖。

2004年，河南应用干细胞修复心肌细胞，走上了
快速研究发展的道路。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高传玉深
知，自己一个人手术做得好还不够，要让整个团队都
精通介入技术才能让更多心梗患者受益。时任心内
科主任的高传玉利用多个项目和机会，把年轻医师
和护士送到澳大利亚、法国和德国学习心脏介入技
术。

2000年后，一种新技术——经桡动脉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技术受到国内外介入医生的青睐。这种技
术和之前传统的经股动脉入路相比，有术后即可拔
管、容易止血包扎、防止患者隐私暴露等优点。

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几个年轻医生也在探索这种
介入路径，但实操经验少，技术不精，“在手术台上颤
颤巍巍就是插不进去”。时任心内科护士长张红梅
很着急，遂向高传玉反映这种情况。

“护士长，走，一起去法国看看。”2004 年春，高
传玉和张红梅飞往法国合作医院，找到心内科主
任，跟着他的团队上了手术。3 个月后，高传玉学
成回国，将经桡动脉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技术悉数教
授于科室医生，并熟练用于冠心病患者的介入诊
疗。

“要让河南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全国甚至全球
先进的心血管疾病诊疗技术！”凭借着这样的信念，
高传玉带领团队开展了全省首例左心室辅助 Impel⁃
la2.5（一种国际上先进的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手术，
后又开展了“一站式”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左心耳
封堵术、激光消融术、晚期心力衰竭的CRT（心脏再
同步治疗）和CRT-D（植入式心脏再同步治疗心律
转复除颤）等 10多项国际上先进的介入治疗技术，
不断刷新河南冠状动脉治疗技术的纪录。2019年4
月，高传玉团队成功完成了河南省首例生物可吸收
支架植入手术，破解了金属支架终身携带的难题，河
南省的心血管病患者不断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实
惠。

团队带起来了，如何推进亚专业细化及全省
心梗介入诊疗规范化，成了高传玉关注的新问
题。

2007年，河南省心血管介入诊疗质控中心成
立，高传玉成为该中心主任。为了推动全省医院
心梗诊疗规范化，高传玉带队对地市级医院进行
心血管介入诊疗技术培训、督导和质量控制。

2017年，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中国医学
科学院阜外医院和河南省人民医院共建的阜外
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正式开诊，时任河南省人民医
院心血管病医院院长的高传玉担任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副院长。河南在建设国家心血管区
域医疗中心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这10年时间里，全省的心梗介入诊疗技术
走向成熟，技术水平迈入全国前三。然而，这 10
年的相关数据显示，心梗患者住院死亡率并没有
降低。问题出在哪儿？专家们开始认识到，应当
以胸痛中心为抓手，这样才有可能改善以急性心
梗为主的胸痛患者的临床结局，胸痛中心建设的
体系框架也在那个时候基本确立，这与当时河南
推动心血管诊疗规范化的思路不谋而合。

也就是在2017年，河南开始推进胸痛中心建
设，由高传玉担任河南省胸痛中心主任，推动以
急性心梗为主的胸痛类疾病诊疗更加规范化，降
低心梗患者住院前的死亡率和这类患者经救治
存活下来后心力衰竭的发生率。

“要让省内每位心梗患者都得到及时诊断和
治疗。”在推动胸痛中心高速发展的同时，高传玉
以河南省心血管流行病学中心为依托，开创了

“河南心脏研究”，用于评价现行的心梗救治策
略、技术、政策等，以及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临
床结局的改善效果。

高传玉发现，要做到胸痛中心的长期高质量
发展并非易事，如何保证胸痛中心常态化的质量
控制和运营机制，是该中心面临的一大挑战。

“各医院在第一次胸痛中心认证的时候，往
往积极性都比较高，包括流程、时间节点表、120
互动、院间联动等各项数据都很好。但认证通过
之后，有些医院认为大功告成，就懈怠了，再认证
的时候，原先的流程、分诊台等都没有了，数据也
不上报或上报的数据不准确，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问题。”高传玉说。

为了加强对胸痛中心流程和质量的把控，高
传玉带领专家组不定期抽查各医院胸痛中心的
病历并进行打分，评分结果会在省卫生健康委的
网站上公示，分数不达标的单位会被要求改进；
每年召开两次胸痛中心质量控制会，对各医院的

胸痛中心运行情况进行评价，对做得不好的单位
“亮黄牌”，督促其限期改进。

同时，高传玉在省内每年召开一次急性心梗
的死亡病例讨论会，组织专家共同探讨分析病例
的死亡原因。通过一系列“回头看”措施，胸痛中
心的整体救治能力日益提高。

在高传玉的带领下，国家心力衰竭医联体
河南中心、心律失常（国际）教育学院华中基地
先后成立，形成了覆盖全省的心血管救治网络，
带动基层医疗机构快速提升心血管疾病防治能
力。

河南的住院急性心梗患者死亡率从 2017年
的 10.1%下降到 2023 年的 3.6%，降幅达一半以
上，数以万计的患者因此获益；河南省急性心梗
再灌注治疗（包括溶栓和介入）的比例从 2012年
的36%左右上升到2022年底的84%左右。

这样的数据意味着，河南从原先六成以上的
心梗患者在发病时没有得到有效救治，到现在多
数心梗患者能得到及时有效救治的巨大转变。

“一个患者得到救治，一个家庭就得到了挽
救。”高传玉说。对于河南这样一个人口大省，死
亡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将会挽救万千家庭。

截至今年 3月底，河南省胸痛中心在数量上
跃居全国首位（共有 211家），在胸痛中心救治质
量上也名列前茅。看着如今河南省胸痛中心建
设以及整个心血管学科发展取得显著成绩，高传
玉激动不已。

“让肚脐眼以上、鼻尖以下感到不适的省内
每一位居民都能及时得到一张心电图诊断报
告。”高传玉说。

“要把端口前移，防患于未然，让更多的老百
姓了解心血管疾病相关知识！”高传玉深知，不管
带多少专家下功夫研究心血管疾病的诊疗，都没
有在老百姓心里种下一颗健康知识的种子来得
重要。

自2000年起，高传玉逐渐认识到心血管科普
知识对老百姓的重要性。“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
心”、名医下基层、科技中原行……他参加的科普
和义诊活动达 1000余场；积极撰写《健康从心开
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心脏病学进展》《冠心
病介入诊疗技术》《心血管药理学》等书籍，并免
费发放给患者、患者家属、医生等；利用信息化平
台开通《第一会诊时间》，与河南省 100余家医院
的心内科联网……

心之所向，无问西东。一个又一个数据证
明，高传玉在为河南的心血管疾病防治事业身体
力行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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