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到国内结构性心脏病领域，尤其

是研究卵圆孔未闭方向，张玉顺都是绕

不开的学术大咖。

1998 年，他率先在世界上提出“经

胸超声心动图”测量房间隔缺损大小，

选择封堵器治疗的方法，打破了国外食

道超声心电图加球囊测量的“金标准”。

2000年，他对先天性心脏病大孔患

者的治疗实现突破，成功放置的直径 38

毫米封堵伞创下了当时世界之最。

2002年，他成功为一例膜部室间隔

缺损的患者进行封堵手术。该手术成为

先天性心脏病治疗领域完成的世界首

例介入封堵手术。

2003年，他在《心脏杂志》上发表了

国内第一篇系统论述卵圆孔未闭的文

章———《卵圆孔未闭与心脑血管疾病研

究进展》。

2014年，他成功实施西北地区首例

左心耳封堵术，在国内第一个完成多孔

病人心房撑双伞手术。

2016年，他联合国内同道撰写了中国

第一本、世界第二本关于卵圆孔未闭与心

脑血管疾病的书籍———《卵圆孔未闭与心

脑血管疾病》，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2017 年，他牵头制定了《卵圆孔未

闭预防性封堵术中国专家共识》。

2021 年，在上述共识基础上，他又

牵头制定了《卵圆孔未闭相关卒中预防

中国专家指南》。

……

“医学发展太快了，不创新就没饭吃

了。”近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

血管病医院副院长、结构性心脏病科主任

张玉顺在接受《医学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医生要紧跟学术前沿，不断创新拓宽技术

道路，才能更好地服务患者。

在“副业”开疆拓土

选择学医，张玉顺没有轰轰烈烈的

热爱，也没有迫不得已的无奈。他的最

初想法就是学点有用的技术，做点有用

的事情，将来不至于“没饭吃”。

1984 年，从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

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张玉顺被分配

到了第四军医大学（现空军军医大学）

西京医院。“我这个人运气比较好，当时

报了三个科室———心内科、心外科和眼

科，最终被心内科录取。”张玉顺至今还

记得院长在宣布分科情况时的场景。“当

时第一个宣布的就是心内科，第一个叫

的就是我的名字，我都没反应过来，随后

立马站起来答了一声‘到’！”

“当时的心内科主任郑笑莲教授看到

我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小伙子不错，长得很

壮实，可以抬病人，我要了。”张玉顺说，当

时西京医院的导管室在 C T 楼二楼，二楼

没有电梯，而手术主要采用股动脉穿刺

术，而不是现在的经桡动脉穿刺。“医生给

患者做完手术，就得靠那些身体好的医生

用担架把患者抬下来，所以主任觉得我身

体很好、能抬病人，就非常高兴。”

就这样，张玉顺开启了“给心填补希

望”的执业之路。

彼时，西京医院在冠心病治疗上已

经声名鹊起。“继续冠心病的治疗很难再

有建树，科室的前辈们就建议我找个亚

专业‘搞点副业’，开疆拓土。”最终，张玉

顺选择的“副业”就是先天性心脏病（以

下简称先心病）。

在那个时候，先心病的主要治疗方

法就是开刀，死亡率比较高，患者及家属

非常畏惧。此外，因女孩罹患先心病比较

多，手术会留下很大的疤痕，影响美观，

家长也有严重抗拒心理。

于是，张玉顺率先引入了国外的动

脉导管未闭（PD A）技术，并在西京医院

成功开展，手术仅需要一个小小的切口

就可以实现对先心病的治疗。之后，他又

经过不断的研究改进，使其更适用于国

内先心病患者。

解决了手术技术难题，手术中的医疗

器械成为摆在张玉顺面前的又一个难题。

1997年，美国 A m platzer教授发明

了心脏封堵器并传至中国。张玉顺团队

看到了机遇，开始用 A m platzer封堵器

做动脉导管未闭和房间隔缺损封堵手

术。但因进口医疗器械昂贵，患者经济

负担较重，于是，张玉顺团队迅速投入到

研发国产封堵器的工作中。

“现在国产的心脏封堵器也很不错

了，都可以出口了。”张玉顺从冠心病转

战先心病，依然跻身全国前列。

2005年，张玉顺通过人才引进进入

了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的

职业生涯每一个进步都是在西京医院取

得的，撇开我个人努力不谈，我的成长都

源自西京医院。谁知道一转眼来到交大

已经 17年了，以目前的情况看可能要待

到退休了……”

专注卵圆孔未闭研究

2012年，陆续有人给张玉顺介绍卵

圆孔未闭的患者。所谓的卵圆孔是指心

脏房间隔中部的裂隙。人体在胎儿时期，

卵圆孔作为生命通道使血液从右心房流

入左心房，维持体内血液循环，出生后卵

圆孔会关闭。临床上，3岁以后卵圆孔仍

未关闭，称为卵圆孔未闭（PFO）。

研究发现，在全人群中，1~29 岁

PFO 发生率为 30%，30~79岁为 25%，80

岁以上为 20.2%。

当时，国内大多数专家学者都倾向

于卵圆孔未闭是无害的观点。只有国外

的少数研究认为，卵圆孔未闭与脑卒中、

偏头痛等疾病有关。

2012年，美国 T C D 会议上首次报

道了名为 respect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封

堵卵圆孔确实可以预防脑梗。

但中国有关 PFO 的研究数据如何？

为此，张玉顺团队破釜沉舟，孤注一掷。

经过 10年的跟踪研究，他于 2016年再

次来到大洋彼岸美国参加 T C D 会议。

就在这次会上，respect研究实验的长期

结果给出了阳性结果，随后世界上又有

三个有关卵圆孔未闭的随机对照研究给

出了阳性结果。

直到第四个随机对照研究给出了阳

性结果后，张玉顺才觉得卵圆孔封堵是

铁板钉钉的事实了。“这个结果也证明了

我们的研究方向找对了，这十几年的坚

持和努力没有白浪费。”

开拓一条创新的路

临床研究表明，缺血性脑卒中有

35% ~40%的原因不明，而封堵 PFO 是一

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能够预防不明

原因卒中（C S）复发，可改善 83%的偏头

痛。基于此，张玉顺提出“心脑共治”，通

过治疗改善“心病”预防“脑病”。

为了更好地规范 PFO 封堵术在临

床的应用，张玉顺作为中国人体健康科

技促进会结构性心脏病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牵头撰写了《卵圆孔未闭相关卒中

预防中国专家指南》，开展了“房颤左心

耳封堵公益讲座”，积极参加 PFO 封堵

术规范化培训、专家在线、大医解惑、以

案说医等科普活动。

“现在，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诊治

疾病的手段也在不断革新，对于医生来

说，我们始终要走在前沿，不断地探索研

究，才能开创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张玉

顺每次华丽转身的背后，都是孜孜不倦

的努力与执着。

张玉顺：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

管病医院副院长，国家心脏中心 PFO规范化培训学院共同院长，中国人体健康科

技促进会理事、结构性心脏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心

脏学会主任委员、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心脏出生缺陷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循证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心血管疾病诊疗 30余年，擅

长各种心脏血管疾病的介入诊断和治疗，特别是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治疗。

名医简介

Medical Science News8 2022年 5月 27日 星期五

张玉顺：“补心”征途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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