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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一代大师吴执中教授

刘 世 杰

第一
、

二
、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第五届

全国政协委员
、

民盟中央委员
,

全国劳动模范
,

原中

华医学会理事
、

第一届中华医学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

学会主任委员
,

前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总编辑
、

原

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名誉所长吴执中教授因病

于 1 98 0年 1 0月 1 2 日在北京逝世
,

享年7 4岁
。

吴执中教授是我国职业病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

又是我国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术界的带头人
。

他为我

国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事业 的开创和发展壮大贡献

了毕生的精力
。

在他和我们诀别了 10 年的今天
,

我们

聚集在沈阳
,

纪念他
、

缅怀他一生为劳动卫生与职业

病防治事业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和他为人的高风亮节
,

并举行纪念吴执中教授逝世 10 周年的优秀论文评选活

动
,

我认为是十分有意义的
。

一代大师 立志攻
“

职
”

吴执中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医学家
,

早年毕业于沈

阳的小河沿医学院
,

毕业后留在母校和到北京协和医

学院学习和任教
。

曾留学考察英
、

美和苏联
,

是英国

皇家内科医师会会员
。

抗日战争时期及以后 在长沙湘

雅医学院任内科教授兼教务长 ; 解放后 50 年代初调到

沈阳中国医科大学仍任内科教授兼教务长
。

解放初期

我国劳动卫生专业刚刚建立
,

还没有职业 病 临 床专

业
,

也没有专门从事职业病临床的专家
。

而辽宁是重

工业 区
,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
,

劳动防 护 条 件较

差
,

因此各种职业病陆续出现
。

吴执中教授意识到了

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

从而促使他亲 自率领调查组到现

场 了解情况
,

帮助基层进行诊断
、

治疗和提出预防措

施的建议
。

当看到由于中国根本没有职业病临床方面

的专门人才
,

误诊
、

漏诊很多
,

以
“

救死扶伤
”

神圣

使命为己任的吴教授
,

思绪万千
。

众所周知
,

当时吴

教授已是全国知名
、

学识渊博
、

经验丰富的胃肠病内

科专家
,

年龄已过 50 岁
。

在当时来讲去开辟一个全新

的职业病专业
,

那就必须有所牺牲
,

一切从头学起
,

抛弃多年熟悉的专业
。

吴教授想到党和国家的需要
,

广大工人的需要
,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
“

立志创新业
,

攻克职业病
”

这一条路
。

卫生部决定派他到 苏 联 考

察
、

学习
,

学到了广博的职业病临床理论和诊断治疗

技术
,

为我国的职业病临床的创业和奠基打下 了进一

步的坚实基础
。

从苏联回来后
,

卫生部将昊教授调到

北京
,

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业务副所长
,

主管全国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的防
、

治
、

研工作
。

工农大众 皆为我师

吴执中教授非常关心在生产第一线的工农大众的

健康间题
。

他经常下现场了解情况
,

掌握大量的第一

手资料
,

并且经常和基层工作人员
、

职业病患者象老

朋友一样促膝谈心
,

感情交织融洽
,

宛如家人
。

吴教授经常下现场的第一位理由是他对工人阶级

具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

这也是后半生
、

直到临终

前
,

指导他一切言行的主导思想
。

他在世时
,

曾经几

次就 国家应重视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

保护生产战线

上工人健康间题
,

做过有理
、

有据的陈述和 提 案 的呼

吁
。

作为第二位的理由是他
“

三人行
,

必有我师
”

的

思想
。

吴教授常对周围的同志说
:

凡是来访间的
,

都

是我们的老师
。

吴教授还常说
:

要解决疑难问题必须

先去现场深入了解
,

虚心地甘当小学生
,

疑难间题也

就 必然能够解决
。

吴教授还亲自带着年轻医师下厂
、

下乡
,

这不仅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 方法
,

而更

重要的是向年轻的同志以身作则地传授眼睛要向下
、

要向群众学习的思想
。

吴教授学识渊博
、

经验丰富
,

又确实能帮助基层

解决实际间题
,

因此
,

请他会诊的面非 常 广
,

他 的

足迹遍布全国绝大多数地区
。

每到一处
,

他 都 是 带

一批具有各方面专长的人组成调查组
,

有计划
、

有目

的地蹲点深入调查
。

吴教授从
“
文革

”

前下现场时就已

注意到
,

职业病临床医师的服务对象不应仅仅限于少

数病人出现的个别现象
,

同时也应注意某一特定人群

中出现的共性问题
。

吴教授非常注意防和治之间相互

促进的关系
,

同时对职业人群间的
“

流行
”

规律也很

重视
。

此外
,

吴教授对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所采取的

措施效果观察也十分注意
,

他对职业病防治的理解已

上升到宏观和战略上的高度
。 “

只向书本学习不行
,

光搞理论也不行 ; 必须要向实际学习
,

要有自己的实

践
。 ”

这是吴教授身体力行的座右铭
,

也是我们学习

他的一个主要方面
。

优国忧民 著书传人

吴执中教授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

解放后
,

在党的培 养 教 育下
,

昊教授很快成为放眼世界
、

以

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主义战士
。

他深感在政治上

站立起 来 的 中国人
,

如果不在医学教育和科学技术



水平上也能和一些发达国家一样屹立于世界之林
,

那

还是不行的
。

基于这种爱国主义和忧国忧民的思想
,

他将如何迅速或加快提高中国职业病防治研的科学水

平间题始终挂在心上 ; 他用心血培育出了大批职业病

临床方面的专门人才 ; 他将采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丁光生研究员研制合成的二琉基丁二酸钠用于

排铅效果的研究这一课题
,

第一个在国际学术会议上

正式报告
。

很多同志很早就劝说吴教授编写一本具有我国特

色
,

又适用于广大职业病临床医师的专著
,

但吴教授

总是谦虚地说
:

现在经验还不够
,

等再积累更多一些

经验之后再说吧 ! 就这样一年拖一年
,

直到他老人家

作了手臂手术之后
,

才开始发动并组织全国各地有实

践经验的职业病临床工作者分工执笔
,

编写这本确实

可堪称代表我国职业病工作水平的大型专著
。

当编写

完成而确定书名时
,

多数同志主 张用 《职业病学 》 ,

而吴教授则主张用 《 职业病》
,

他笑着说
:
目前这本

书还不够称为
“
学

”

字
,

等以后再补充完善时再说吧 1

虽然这只是一字之差
,

但再次反映昊教授一生为人谦

逊的崇高 品德
。

沉病在身 犹念发展

吴执中教授早在1 9 7 2年就已发现肩臂部患有骨瘤

并在此后作了手术
,

术后他完全不顾病体的虚弱
,

仍

然和往常一样在全国范围内会诊
、

下现场进行调查了

解
。

偏巧在一次去吉林评议松花江污染对船民造成影

响的过程中
,

吴教授因汽车肇事负伤
,

而 加 重 了病

情
,

此后病情逐渐恶化
,

两次复发
,

终至 不 得 不 截

肢的地步
,

但仍未能抑制住骨癌的转移
,

终于 在十年

前的10 月 1 2 日离开了我们
,

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敬爱的

师长
、

老前辈
,

失去了我们劳动卫生与职业病这一专

业的学术带头人
,

这一巨大损失是无法评估的
。

吴教

授早知患了难以根治的骨癌
,

然而他始终以惊人的毅

力
、

大无畏的搏斗精神克服病魔的困扰
。

面对常人无

法忍受的痛苦
,

吴教授以极其乐观的态度专心致志地

从事 《职业病》 巨著的编写工作
,

与此同时他仍然非

常关心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和科研事业的发展
。

特

别是在他生命垂危阶段的住院期间
,

我每次去医院看

望他时
,

他总是非常关心地就我们专业有关的各方面

问题加以详细垂询
,

充分反映了他老人家对劳动卫生

职业病这一专业发展的关怀
。

吴教授对于青年的成长和基层工作历 来 非 常重

视
。

他常说
:

我们的事业要有发展
,

必须鼓励青年同

志和基层同志
。

昊教授还非常关心劳动卫生的教学间题
。

在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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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重病住院期间
,

还几次建议我在 1 9 6 0年编写的全国

统编教材基础上
,

重新编写一本适用于 中国教学和为

实际工作参考用的新教材
。

关于学会的工作
,

吴教授也是非常重视灼
。

1 9 79

年在长沙召开第二届全国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术会议

时
,

他是坐着轮椅乘坐飞机前去参加的
。

那时吴教授

不仅只有一条腿
,

同时一支手臂也是截掉了一大截
,

而且处于半僵直状态
。

上下楼梯时他用的是一 个特制

的小板凳
,

艰难地用一条腿一步一步自己走上走下
,

而不允许我们任何人扶他
。

会议期间他除了在大会发

言外
,

而且每天都按时参加分组会
,

和 大 家一起 讨

论
、

发言
,

热情极高
,

根本不像身患重病
,

这些情景

今天 回想起来
,

仍然历历在目
。

敬爱的吴教授
,

您开创并为之奋斗的学科
,

在过

去的十年里
,

我们又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劳动卫生与

职业病学术会议
,

现在不仅建起了职业病学组
,

还先

后建立了生物监测
、

物理因素危害和劳动生理
、

妇女

劳动卫生
、

职业病理
、

粉尘与尘肺
、

劳动卫生管理
、

职业 流 行 病等 8 个学组 ; 向全国发行的劳动卫生与

职业病专业杂志已发展到近 10 种
,

值得提出的是由职

业病学组主办的
,

以刊登职业病临床内容为主的 《中

国工业医学杂志》 已经间
一

世两年了
,

而且办得很好
。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的科研进展和水平的提高是十

分明显的
。

职业中毒
、

矽肺发病的基础研究已进入分

子水平 , 我国尘肺 X 线诊断标准业已全面修订
,

并提

供了一套质量较高的X 线诊断参考样片 ; 大规模的人

群流调一次比一次做得好 , 某些职业中毒
、

尘肺的诊

断指标和病因学探讨等也在逐步深入探讨
。

有关国际交流问题这十年则是大大发展了
。

通过

交流达到了相互 了解和共同提高的 目的
。

我们 已从一

般的相互访间或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
,

发展到由我们

主办国际会议
。

最后
,

我想提个建议
,

既然在我们劳动卫生与职

业病防
、

治
、

研
、

教战线上有昊教授这样一位完美的

学习榜样
,

我们是否可 以开展一个学习吴执中教授的

活动
,

是否可倡议着重学习以下三方面
:

1
.

学习他热爱祖国
,

全心全意地为保障生产第

一线的劳动者健康而奋斗终身的崇高思想 ;

2
.

学 习他谦虚谨慎
、

满腔热情
、

关心群众
、

尊

重他人
、

严于律 己
、

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多

3
.

学习他努力钻研业务
、

忠于职 守
、

兢 兢 业

业
、

不断奋进
,

一心一意为事业发展而献身的精神
。

(摘自纪 念吴执中教授逝世 10 周年优秀论文宣读会 上的讲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