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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鹰：累弯自己腰板，挺直苍生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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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第八届首都道德模范揭晓，

来自各行各业的 10位道德模范当选，其

中包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

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刘

海鹰。他也是当选 10位道德模范中，唯一

一位来自医疗领域的代表。

全国最美医生、中国好医生、中华

慈善奖“慈善楷模”……刘海鹰从医 30

余年，投身公益 10余年，获得了太多

的荣誉与奖杯。而在他心中，最看重的

还是患者的口碑。

怀善心丈量偏远土地

上世纪 80年代，脊柱外科还不是

一个独立的科室。刘海鹰大学毕业后

被分配到肿瘤内科，后又考取北京医

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的研究生

专攻外科。1995年，他成为第一个拿到

德国布莱恩奖学金的中国人，并远赴

德国黑森骨科医院及德国脊柱外科中

心访问学习。

1997 年，刘海鹰从德国留学归来，

牵头组建了国内最早的成建制脊柱外

科团队———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脊柱外

科，并常年坚持在手术一线。

如今，该科室的年均手术量达到

800台以上，刘海鹰也成为国内脊柱手

术量最多的医生之一。目前，他所带领

的脊柱外科团队已完成万例脊柱外科

手术，特别在重度脊柱畸形和退变性

疾病诊治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我只想做一名良医。”刘海鹰坦

言，“能够让患者重新站立起来，改变

他们的命运，是我最希望做的事情。”

在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

上，体操王子李宁手举祥云火炬在卷轴

上飞奔点燃主火炬的画面令大家印象深

刻。但很多人却不知道，彼时的李宁已

被反复性腰骶部疼痛折磨了 30多年。

直到 2009年，刘海鹰通过手术治

愈了伴随李宁多年的伤痛。

而李宁只是刘海鹰行医生涯所治

患者中的一位。除了在医院内行医治

病，刘海鹰及其团队利用周末、节假日

的时间奔波千万里，为无数偏远地区、

贫困地区的患者义诊。

行程 30余万公里，走遍西藏、新疆

等 16 个省份 54 个贫困县市，为 6000

余名偏远地区、贫困地区患者义诊，为

近 50000 名青少年进行专业脊柱侧弯

筛查，救治贫困脊柱疾病重症患者 173

人次，为 127 个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

家庭带来希望，建立 19个脊柱疾病国

家级救助中心、3个中国青少年脊柱侧

弯筛查与救助行动工作站、9个医学专

家工作站……这一串串数字都是刘海

鹰及其团队肩负责任与善心的记录。

得西拉姆的“新生”

2019 年，一名叫得西拉姆的小姑

娘要出院了，她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

病房哭着抱住刘海鹰表达自己的感谢，

因为在这之前，她还是一个被同学嘲笑

的“怪人”。

得西拉姆出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理塘县，长着小虎牙，是个可

爱的小姑娘，但她患有先天性脊柱侧

弯。10 岁时，父母带她去成都看病，被

告知手术至少要花 20 万元，而她的全

家一年的收入才 1 万多元。从那之

后，得西拉姆的家人不再提给她治病

的事。

2017年，刘海鹰到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理塘进行义诊，见到了被病痛折磨

的得西拉姆，此时得西拉姆的身高只有 1

米 3，脊柱侧弯程度达到 100度以上，极

为严重的侧弯情况一度导致她的肺部受

到挤压，出现了肺功能衰竭的情况。

随后，刘海鹰将她带回北京，在北

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金会的支持

下，经过头盆牵引治疗和手术治疗，得

西拉姆从 1米 3“长”到了 1米 6。这为

得西拉姆和她的家庭带来了新生。

像得拉西姆这样的患者，刘海鹰不

记得有多少。他惦记的是，还能让多少

患者获得新生。

公益救助永远在路上

刘海鹰在出门诊时经常见到一些

病人，有的脊柱畸形造成内脏功能衰

竭，有的接近瘫痪，虽然他们满怀希

望，却因无钱医治放弃手术，苦度余

生，这一幕幕令刘海鹰心情非常沉重。

2006 年，刘海鹰遇到来自四川省

凉山州越西县大瑞乡一个偏远的山村

17岁彝族孤儿马秀才。他罹患脊柱侧

弯畸形合并严重脊髓发育畸形，心脏

被挤到胸腔右侧，肺也出现问题，还压

迫到神经，下肢肌肉不断萎缩，逐渐发

展到因行走困难而辍学、因贫困而不

治。

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护人员的

帮助下，马秀才的手术费用解决了。刘

海鹰主刀亲自为马秀才实施了脊柱侧

弯矫形手术，历时 6 个多小时，获得了

圆满成功。

马秀才术后回到家乡继续学习成

功考上大学，后来他又抚养自己的弟

弟妹妹先后考上了大学。

一次慈善捐助改变了整个家庭的

命运。这让刘海鹰意识到，地区医疗技

术水平发展不平衡，致使大量偏远地

区贫困患者无医可治，家庭低收入也

让很多患者望洋兴叹，如果有更多善

款，加上医疗团队的医术，可以帮助更

多家庭重获新生。

马秀才的例子启发了他，也启发

了关注贫困患者的热心人士。经过多

方奔走，2011 年 11 月，北京海鹰脊柱

健康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

首家专项资助脊柱相关疾病的慈善组

织，也是北京首次成立医患同建公益

基金项目。

十年来，他的团队牺牲节假日、周

末时间，到边远山区进行义诊和救

助，让众多家庭不再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

“能让他们挺起脊梁，我觉得意义

非常大。”刘海鹰团队将继续致力于

脊柱疾病患者的公益救助，与国家及

社会各界合力，防止群众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扶贫济困，促进人民群众

共同富裕。

“能救一个是一个”

也许，很多人只关注刘海鹰的职业

标签———脊柱外科大夫，但却很少有人

知道，他其实是一名颈腰椎疾病患者。

脊柱外科手术中需要放射造影，一台手

术“吃线”200次左右，防辐射的铅衣重

达 15公斤，刘海鹰每次穿上它做手术，

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而这件铅衣一穿就

是三十几年。

日复一日的手术，他累弯了自己

的腰板，却让更多的患者挺直了脊

梁。常年高强度的工作，每天长时间

在手术台上保持同一站立姿势，刘海

鹰颈腰椎时常“报警”，并且出现了心

脏血管阻塞、腹主动脉闭塞等病症。

他曾经先后 4 次接受大手术，直到现

在，他每天仍需要戴着颈托、围着护

腰、吃 6 种药才能支撑一天十几个小

时的站立工作。

即便如此，刘海鹰几天不上手术台

还是觉得“寂寞”，他喜欢站在手术台

上的感觉。

“人生不过百年，我现在已经到了

知天命之年，就利用专业优势和技术能

力，多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吧！尽我所

能，能救一个是一个。”这是刘海鹰经

常挂在嘴边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