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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汉族，中共党员，1936 年 10 月出生，福建厦门人，中国工程院

院士，抗击“非典”特等功臣，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者。

他投身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 60 余年，重点开展哮喘、慢

阻肺疾病、呼吸衰竭和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规范化诊疗、疑难病、少见病

和呼吸危重症监护与救治等方面的研究，在《柳叶刀》等国际权威刊物发

表 SCI 论文 200余篇；出版各类专著近 20部；主持制定了多项甲流、慢性咳

嗽、慢阻肺等多种疾病诊疗指南。2009年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

中国人物”，2018 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还曾荣获“全国

先进工作者”“白求恩奖章”等荣誉。2020年 9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向钟南山颁授“共和国勋章”。

“从最基本的事情干起”

钟南山生于一个典型的医生之

家。他的父亲钟世藩毕业于北京协

和医学院，是著名的儿科专家；母亲

廖月琴，同样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

院，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

钟南山曾说，在他的生活中，

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父亲钟世藩，

而对别人的同情心都是从母亲那

里学来的。

1955 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

院，1960 年毕业后从事放射医学教

学。1965 年，钟南山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1971 年，他从北京调入广州

市第四人民医院，“从最基本的事

情干起”。

1979 年，钟南山成为改革开放

后中国首批公派留英人员。在出国

之前，他的英语还不流利。在英国，

他一个月只有 6 英镑的生活费，剪

头发都得自己剪，有时不够钱坐公

共汽车，他就跑步去医院。

尽管不容易，但钟南山坚持了

下来。在英国求学期间，他对呼吸系

统疾病的防治研究取得了 6项重要

成果，完成了 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

4项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

学会及糖尿病学会上发表。

1981 年 11 月，钟南山回到中

国，一直在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工

作，并于 1996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

院院士。

钟南山酷爱运动和健身。一个

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是他如今依

然保持着北京医学院（后变更为北

京大学医学部）110 米栏（成绩是

15 秒 9）和 400 米栏（成绩是 55 秒

1）两项纪录。

现在，在中国互联网上可以找

到许多钟南山的“肌肉照”，他健身、

打篮球和跑步的照片也广为流传。

2020年 7月，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

明专门邀请钟南山和他的夫人、中

国女篮前国家队主力球员李少芬到

现场观看了CBA的比赛，并请钟南

山对CBA的比赛进行了防疫指导。

“我非常佩服运动员的拼搏精

神，其实我们搞医疗也一样，不到

最后，不能放弃。”钟南山说。

面对“非典”临危不惧
钟南山的名字，和中国的公共

卫生事业紧紧连在一起。2003 年

初，“非典”疫情突如其来，他不顾

生命危险应对灾难，夜以继日地工

作，曾连续 38 个小时没合眼，由于

过度疲劳，累倒在工作岗位上。他

的态度很明确：“病人的生命重于

一切。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

不冲上去谁上去？”他主动请缨：

“把最危重的‘非典’病人集中收治

到我们这里！”

面对肆虐的非典疫情，他临危

不惧，在“非典”病因不明的情况

下，他以客观事实和临床经验为依

据，不赞同“衣原体是病因”的观

点，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真

理，最终证实“非典”是一种新型冠

状病毒，通过精心制定治疗方案，

挽救了很多病人的生命，最终使广

东成为全球“非典”病人治愈率最

高、死亡率最低的地区之一，表现

了一个科学家严谨求真的治学态

度。通过“非典”事件，他建言献策

推动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积极

倡导与国际卫生组织合作，主持制

定了我国“非典”等急性传染病诊

治指南，最早制定出《非典型肺炎

临床诊断标准》，探索出了“三早三

合理”的治疗方案，在全世界率先

形成了一套富有明显疗效的防治

经验，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肯

定，认为对全世界抗击非典型肺炎

具有指导意义，是中国对世界的贡

献。

多年来，钟南山坚守在抗击疫

情第一线，主动承担起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代言人的角色，在雾霾治

理、室内空气污染、甲型流感防控

等公共事件中继续敢于发声、传递

真知、稳定人心。他带领团队探索

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呼吸道重大

传染病防控体系，建立了国际先进

的新发特发呼吸道重大传染病“防

- 治 - 控”医疗周期链式管理体

系，为推动我国建立公共卫生防治

体系、提高重大疫情侦察监测能力

和效率、加强应急队伍建设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圆满处置

H5N1、H1N1、H7N9、H5N6、

MERS 流感等突发疫情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

2009 年 9 月 14 日，他入选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

国人物。2018 年 12 月 18 日，党

中央、国务院授予钟南山“改革

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

章，并获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者”。

抗击“新冠”奋战一线

“作为医生，我体会最深的

是生命至上，是在救治新冠肺

炎患者时不放弃每一个生命。

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

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

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84 岁的钟南

山长期奋战在抗疫一线。不仅

如此，他带领的年轻团队在科

研攻关、临床救治方面也取得

了卓越的成绩。

2020 年 9 月 8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表彰大会上，向钟南山颁授

“共和国勋章”，肯定其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的杰

出贡献。钟南山认为，获得“共

和国勋章”是党和政府对抗疫

医务工作者给予的最高礼遇，

对他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责任。9

月 10 日，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庆祝第 36 个教师节

大会上，钟南山透露，会后，他

对习近平主席讲了几句话：“我

抓紧时间表达我的意思。第一

句，主席您的讲话太好了。第二

句，我想‘请战’，希望能建立一

个更好的平台，把抗疫的药物

和疫苗研究更好地做下去。我

写了封信给您。”

当天回到广州，钟南山远

远就看到一片“星光”在闪烁，

原来是迎接他的师生用手机灯

点亮的星空，他们高喊着“南山

风骨，国士无双”，堪称大型追

星现场。钟南山幽默地透露说，

走红地毯去领奖时，他故意走

快点。“说明我还没老，还可以

干点事!”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时，84 岁的钟南山提醒公众

“没什么特殊情况，不要去武

汉”，他却拿着无座票，毅然挤

上广州开往武汉的高铁餐车。

多少次，钟南山哽咽地说出“全

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

从“肯定存在人传人”到“我们

挺过来了”，在每一个最为焦灼

的节点，钟南山总能站出来说

出真相。

敢医敢言，勇于担当。作为

我国呼吸疾病研究领域的领军

人物，钟南山提出的防控策略

和防治措施挽救了无数生命，

在非典型肺炎和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中，作出巨大贡献。

2020 年 8 月 27 日，使用体

外膜肺氧合(ECMO)辅助支持

长达 111 天的新冠肺炎患者老

刘，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康复出院，创造了新的救

治奇迹。

“我们团队就是有这么个

韧劲，抢救就是从偶然到必然

的过程。”钟南山跟国外同行交

流时，他们觉得很惊讶，团队能

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同时解决

患者的出血问题和凝血问题。

钟南山表示，ICU 团队所有人

在困难面前选择坚守，生命可

贵，他们从不轻言放弃。

钟南山说，不要受到旧思

想的禁锢，也不要受教科书的

限制。“我看教科书上从来没有

人提到这么长时间使用 ECMO

的，但他就是活过来了。”

疫情在全球蔓延后，在一

线指导救治的同时，钟南山始

终坚守在国际医学研究一线，

与全世界同行连线交流中国的

抗疫经验。钟南山认为，“只要

有一个国家不进行干预，全球

新冠疫情就不会消失。大家要

相互支持。”

从抗击非典到抗击新冠肺

炎，我国科研攻关能力在战

“疫”中历经锤炼。钟南山说，抗

击非典时更偏重救治患者；新

冠肺炎战“疫”中，我们把科研

攻关提高到与临床救治同样重

要的位置。不仅将论文写在祖

国大地上，也写在了地球大地

上。

“80 岁还可以干很多事”
眼下，钟南山仍然在医院

一线工作，这也让“挂钟院士的

号”成为很多患者的最大心愿。

钟南山每周都安排固定时

间坐诊“专家门诊”，一般一个

下午看 10 多个患者，都是经过

筛选的疑难杂症。他对每个病

人的病情都会仔细询问。一些

病人说，钟南山总是会把听诊

器焐热了，才放在病人身上。这

让他们非常感动。

“医学是对人的治疗，医生

是治病人，而不仅仅是治病。”

钟南山曾在记者采访时这样

说。

钟南山也长期坚守在国际

医学研究一线。2009 年，国际

临床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公

布了 3 篇 2008 年度最优秀论

文，由钟南山领衔的论文《羧甲

司坦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

发作的作用（PEACE 研究）：一

项随机安慰剂对照研究》，得票

数最高。

2020 年以来，钟南山率领

团队发表多篇新冠肺炎论文，

并先后数十次以线上、线下方

式参加各类国际交流，介绍中

国抗疫经验，研讨全球抗疫形

势，得到了与会全球医学和科

技界人士的高度赞誉。

在一次国际会议中，他说：

“因为我们走过了艰难的路，所

以要相互支持，通过交流让其

他国家少走弯路。”

在钟南山的人生字典里，

从来没有“停步”二字。他一刻

也不闲着，还有很多事情在规

划中。他始终坚持医生为病人

服务的根本。几十年如一日，每

周坚持出门诊看病人、查房，会

诊、科研、带研究生，样样不落，

已成习惯。他自诩是“80 后”，

这位“80 后”院士正在带领团

队研发一种抗癌药，该项研究

已经做了 26 年；他还希望再奋

斗 20 年，建设亚洲最大的心肺

呼吸研究中心，包括对疑难病

症的科研、培训、治疗，打造一个

产学研中心。他从教数十年，坚

持推动医学教育改革创新，注重

国际视野，成立了“南山班”，培

养了一大批拔尖人才。他深情寄

语学员：“我们的目标不是培养

英语流利、却去国外实验室做高

级打工仔的人，而是创新型的中

国医学实用人才。”

鼓浪屿上的名门望族

鼓浪屿廖家是个大家族。

钟南山的曾祖廖宗文白手起

家，做钱庄生意。廖宗文长子廖

清霞的女儿廖翠娥，是钢琴家

殷承宗的母亲，殷承宗则是郎

朗的老师。廖宗文次子廖悦发

的女儿廖翠凤，嫁给了林语堂。

廖宗文三子廖天赐的儿子

廖超熙，生下两女一子。儿子廖

永廉是内科专家。大女儿廖素琴

嫁给了妇幼保健专家戴天佑，生

下了骨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戴尅戎。二女儿廖月琴嫁给了儿

科专家钟世藩，生下了呼吸内科

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廖永廉（1916-1993）于民国 32

年（1943 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

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

历任上海传染病院、鼓浪屿医院

内科医师，厦门市第二医院内科

主任医师兼主任，龙岩地区第二

医院副院长。1957 年在厦门发

现福建省第一例钩端螺旋体病，

以后对此病加以研究，在《中华

内科杂志》发表有关论文《钩端

螺旋体福建省第一例报告》等。

1960 年荣获福建省卫生先进工

作者称号。1980 年被聘为厦门

市卫生局专家顾问，曾任厦门市

政协委员。

廖永廉的太太陈锦彩是鼓

浪屿上无人不晓的“廖医生娘”，

曾任鼓浪屿区侨联副秘书长，她

的百岁人生里写满了热心、豁达

的故事。 （黄佳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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