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曾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

仁医院“掌门人”12 年，励精图治引领

医院走上高速发展之路；他，曾兼任北

京市抗击“非典”医疗救治总指挥，运

筹帷幄指挥那场载入史册的防治“战

役”；他，曾组织和推动“光明行”“启聪

行动”等公益活动，荣获联合国“南南 -

人道主义精神奖”……他，就是中国工

程院院士———韩德民。

为患者“搏一次”

有人说，医学是肉体，哲学是思想。

“哲学应当从医学开始，而医学最终应

该归隐于哲学。”同时具有医学与医学

哲学教育背景的韩德民把对病人的关

爱融入到不断创新的学术理念和医疗

技术中。

20 多年前，传统的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手术常会出现并发症———喝水

呛水、吃菜呛菜。因为医生会将患者的

大部分软腭和悬雍垂切掉，患者在术

后就容易出现误吸、误咽的情况，还会

诱发开放性鼻音、鼻漏气，说话声音也

异常。在经过反复实践和思考之后，韩

德民在手术中保留了软腭，术后悬雍

垂可以随着肌肉运动，逐步恢复功能。

这不仅保证了治疗效果，也使患者术

后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患者呛

水、呛菜的情况消失了，说话的声音也

有了抑扬顿挫。

韩德民开创的新术式远远不止这

一项。有一次，医院来了一名鼻颅底水

泥射枪钉异物患者。以往的手术需要

在鼻子侧面动刀，异物倒是可以取出

来，但脸上会留下难看的疤痕。韩德民

在国外学习期间曾做过鼻内镜手术，

但当时属国内罕见，最终他决定为这

个年轻的患者“搏一次”。

随着手术的成功，鼻内镜技术在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迅速推

广开，不用开颅开刀，只需从鼻孔、耳

道或者口腔进入，上至颅底，下到咽

喉、食管的许多病症就可迎刃而解。随

后，这项技术被推广到了全国。

在 40余年的临床实践中，韩德民

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性工作，成功在国

内外推广。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

通气综合征（OSAHS）术前疗效预测及

评估、外科手术方式改良、手术风险防

范、并发症预防和相关内科疾病的综

合治疗等方面，韩德民带领课题组进

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他主持制定了

我国的 OSAHS 诊疗指南，首次提出腭

帆间隙的解剖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

成了保留软腭基本生理功能的新术

式；他完成此术式手术 2887例，无一例

发生窒息和腭咽关闭不全等并发症，

手术疗效提高了 28.1%，目前已推广至

25个省份的 60余家医院。这项创新手

术，在国际睡眠疾病治疗学权威专著

中作为独立章节

介绍，主编 Michael Friedman 教授用韩

德民的姓氏，将这种新术式命名为

Han-UPPP（H-UPPP）。中国工程院外

籍院士王存玉评述“鼻腔扩容术将影

响鼻科学进步几十年”。

从治聋到防聋

抗梦雯，出生后就被确诊为双耳失

聪。伤心的父母为她取名“梦雯”，期望

她在梦中能够听见（闻）声音。一天，小

梦雯坐到了韩德民的诊台前。韩德民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治疗方案———植

入人工耳蜗。小梦雯的父母很纠结，因

为在当时，国内还没有儿童植入人工

耳蜗获得成功的案例。韩德民百般解

释，小梦雯的父母还是顾虑重重，直到

韩德民决定和他们签一份“责任状”，

内容只有四个字———“确保成功”。

见到韩德民签下“确保成功”的承

诺，小梦雯的父母终于同意手术。

1997 年 3 月，韩德民主刀完成了

中国大陆第一台儿童人工耳蜗植入手

术。术后三周，人工耳蜗开机调试。出

生后一直生活在寂静之中的抗梦雯，

被耳蜗里传来的声音吓得不知所措，

哇哇大哭……

术后，她开始艰难康复。第一年说

的话，只有妈妈能听懂；第二年说的

话，别人勉强听得懂；第三年，她开始

上小学，但需要父母陪读；第五年，她

可以独立完成学习任务，还参加了书

画比赛。如今，抗梦雯已是加拿大一家

咖啡店的主管，率领着一支 10 多人的

团队。听与说，于她而言，就像空气一

样，无需感觉，一直都在。

抗梦雯之后，人工耳蜗技术逐渐在

我国推广开，越来越多的听障儿童告

别了无声世界。

“再好的治疗，也是被动的。能不能

让更多的孩子避免失聪？”韩德民思考

着。他期待这一次“攻关”，能将“被动

治疗”变成“主动预防”。

攻克这一难题，仅靠医生是不够

的。韩德民找到了清华大学教授、生物

芯片专家程京。2009年，程京带领的团

队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款遗传性耳聋

基因检测芯片。只需要一滴新生儿的

足跟血，就能明确检测出新生儿是否

携带有先天性耳聋、迟发性耳聋和药

物性耳聋的遗传性耳聋基因，为此后

预防迟发性耳聋、药物致聋，以及人工

耳蜗植入提供科学依据。

2012 年，韩德民、程京的愿望实

现了———作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北京市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对全市所

有新生儿进行遗传性耳聋基因筛查。

韩德民是筛查项目技术总负责人，牵

头制定了所有技术标准、流程、培训

手册，负责北京 6 家听力筛查中心的

技术指导。

目前，开始于北京的遗传性耳聋基

因筛查已在全国推广。成都、郑州、长

春、南通、长治等地向北京学习，将耳

聋基因筛查列入当地民生工程，数百

万新生儿因此受益。

“华佗工程”为百姓祛病除疾

当过医生、做过管理，站在院士的

平台上，韩德民开始思考，如何从以医

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进行新

的探索。

“华佗工程”是新探索的重要载体

之一。韩德民说，“华佗工程”旨在利用

大数据、互联网和医学人工智能，推动

国家优质医疗资源面向基层、农村，促

进建立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其中重庆

市大足区人民医院是全国第一个“华

佗工程”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示范基地。

据了解，“华佗工程”在重庆市大足区

人民医院实施两年来，通过将成熟技

术输送到县医院，该院在短短两年内

就达到了重庆市中心医院水平。患者

可以在当地解决医疗救治问题，而不

用千里迢迢进省城、进京城。

建立新的医疗模式，人工智能要贯

穿其中。以睡眠监测为例，以前睡眠呼

吸暂停综合征患者要到医院监测。除

了预约、排队，还要在医院陌生的环境

中睡觉，而这需要适应。“开发可穿戴

睡眠监测设备，患者在家里就可以进

行睡眠监测。”韩德民说，数据传送到

“云”系统，几秒钟就可以分析好。通过

临床与科研的结合，人工智能管理模

式将应用在更多学科中，让更多的患

者受益。

韩德民曾表示，“不整体提高农村

基层医疗健康服务水平，健康中国的

发展理念就形同虚设”。自 2016 年以

来，“华佗工程”已组织全国多学科领

域的专家学者开展慈善义诊、公益讲

座、疾病筛查、技术下沉、手术示教等

活动上千场，足迹遍布全国数十个城

市。“华佗工程”学科帮扶体系在全国

已设有 1 个省级中心、10 个市级培训

中心和 92个学科基地，覆盖了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眼科、生殖医学、血液科、

神经外科和妇儿保健等多个学科。

“德厚于民，德益于民”，这个名

字，凝聚着父母对韩德民的希冀。如

今，他要把华佗“悬壶济世，走街串户

为黎民百姓祛病除疾”的精神传承下

去，培养一大批“当代华佗”，也要把成

熟的技术带到基层，让基层民众共享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医学进步，描摹

健康中国的美好画卷。

韩德民：让更多人告别“无声世界”
因丁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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