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 沾 良

黎沾良（1933 年－），1933 年出生于广东顺德，4 岁时随父母来到合浦廉州定居。1945

年考入廉州中学，1952 年入武汉中南同济医学院学习，1954 年赴前苏联国立喀山医学院和

哈尔科夫医学院学习。历任解放军第 304 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第 304 医院副院长、院长，同时兼任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外科教授、博士生导

师。长期从事普通外科、创伤和外科感染的临床和研究工作，在普通外科、创伤外科、外

科感染和危重症等方面造诣颇深。

牵头组织全国 30 余名外科各专业知名专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应用抗菌药物防治外

科感染的指导意见》，撰写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围手术期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指南》，

对规范外科界合理用药产生重大影响；还共同主编了《国家抗微生物治疗指南》第 1、2

版；参与编写《中国国家处方集》和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南》，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国内、外有较高知名度。

曾主编专著《现代危重病学》和《外科感染学——抗菌药物的预防和治疗》，参加编

写国内最具权威的外科学巨著《黄家驷外科学》第 4、5、6、7、8 版（腹部创伤、外科感

染部分）等 30 部专著。

由于贡献突出，1992 年黎沾良成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历任全军普通外科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危重病与感染学组组长、全军普通外科专业委员

会危重病学学组组长、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医疗卫生专业评委会委员、总后勤部科学技术奖

励监委会主任委员和评审委员会委员、总后勤部驻京单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中华外科杂志》副总编、《中国实用外科杂志》副主编、十余种医学期刊的编委，

国家卫生部急诊医学教育培训基地教育委员会委员、卫生部抗茵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

员会委员、卫生部抗生素临床合理应用全国普及计划核心专家。



戎 装 天 使 无 悔 今 生

珠乡学子 品学兼优

1933 年黎沾良出生于广东顺德，4岁时随父母来到合浦廉州定居，从记事起就是喝着

西门江水长大的，合浦就是他的故乡。他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度过的，曾躲在学

校后面的防空壕里被燃烧弹烧掉了一大撮头发。

“海角亭旁抗日集会上《松花江上》的哽咽歌声，全城游行队伍《全国总动员》的激

昂口号声，至今仍在耳畔回响；鬼子飞机狂轰滥炸造成的血肉横飞、残垣断壁，日军登陆

北海时一次又一次的举家出逃、颠沛流离，坐着小马扎藏在东校场树林里上课等等一幕幕

场景仍浮现在眼前，童年给留下的是永生难忘的苦涩记忆。”黎沾良回忆说。

1945 年黎沾良刚刚小学毕业考入廉州中学不久，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真可谓双喜临

门！至今他仍记得廉州的烟花炮竹放了几天几夜。当时合浦归属广东管辖，廉州中学在粤

西八县中最负盛名，有着良好的教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在廉中读书的六年是黎沾良青少年时期的黄金阶段。他不仅品学兼优，而且爱好广泛，

还曾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和文工团团长。廉中尊师重教，学风很好，除了课堂教学以外，还

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壁报比赛、演讲比赛、歌咏比赛、体育比赛、排演戏剧、组织合唱、

春游秋游等等。

上高一时迎来解放，在一片新天地里，同学们更是走出校门，为新中国欢呼呐喊，尽

情地挥洒青春。配合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黎沾良与同学们多次组织大型宣传活动，把高

跷、秧歌扭到党江去，减租减息和土改宣传队徒步行军，到闸利（口）、公馆、白沙、山

口、南康，宣传党的政策，掀起运动的高潮。在高三后期黎沾良还在公馆新秀乡全程参加

了一期土改。在土改工作队的统一领导下，黎沾良独自负责一个自然村，从访贫问苦、扎

根串连做起，发动群众，最关键的时候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终于完成了预定任务。

土改一结束，就面临着高考。报考什么专业成为了黎沾良人生的第一个关键的选择，

而他早已拿定了主意。黎沾良的母亲是一名普通农村妇女，认字不多，但勤劳聪颖，对接

生很有兴趣。她没有机会上专业学校，仍然坚持一边自学，一边去医院观摩、实习，终于

拿到了肄业证书，开设了“保安留产所”，为廉州街和临近乡镇的产妇接生。由于她非常

敬业，谨慎心细，从未发生差错事故，加上服务周到，在廉州街有很好的口碑，留产所的

收入也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我姐姐和我对妈妈敬佩有加，都想长大了学医。最后

我们双双如愿以偿，姐姐进了广西医学院；我则考入中南同济医学院，并在一年后考取留

苏预备班，到北京学习俄语一年后赴苏联留学。”黎沾良深情回忆道。

然而，留学的路并非一帆风顺，初期困难重重，速成学到的一点俄语，应付日常生活

尚且勉强，专业课听课则完全听不懂，只好课后借苏联同学的笔记本，晚上—字一字地边



理解边抄写，至少要到凌晨两三点才能睡觉。然而与许多留学生一样，黎沾良并没有退缩：

“由于真心感到祖国花巨资派我们来留学，我们是为祖国而学，为人民而学，再大的困难

也要克服，因此学习非常刻苦，进步很快。到了三年级，我不仅跟上了进度，而且成绩超

过了绝大多数苏联同学。”

6年下来，黎沾良每门考试都是满分 5分。1960 年以优等生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

当毕业考试（口试）答完所有问题后，主考老师鼓励道：“可惜我没有 6 分可以给你，我

只能给你 5 分，外加一个惊叹号！”

六年学习期间，按规定可以回国探亲一次，但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黎沾良和多数同

班中国同学放弃了探亲。留学期间，由于表现优异，黎沾良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

年毕业回国时，他还把几年积攒下来的生活费 2000 元卢布交纳了党费。回国后面临分配

工作，黎沾良面临人生的第二次选择，他没有提任何要求，表示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结果，他和女友、后来的妻子崔德健一同被解放军总医院挑中，走上了军医岗位，屈指算

来已近 60 个年头。

救死扶伤 永不止步

黎沾良在解放军总医院从一名普通外科医师、主治医师做起，历任解放军第 304 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第 304 医院副院长、院长，同时

兼任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外科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普通外科、创伤和外科感染的

临床和研究工作，在普通外科、创伤外科、外科感染和危重症等方面造诣颇深。

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开阔视野，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技术，也为了提高外语尤

其是口语水平以利于进行国际交流，1986 年，53 岁的黎沾良决定赴美国罗马林达医学中

心深造。由于申请到获准上台参加手术的临时行医执照，亲身亲手体会，获益良多，对回

国后开展新业务很有帮助，也给了他很深的感触：“对于已经有 20 多年经验的外科医生来

说，“一看就会”不是什么难事。比如我从未看见过腹主动脉瘤切除/人工血管架桥手术，

但上台当一回助手，回国后就能自己主刀，顺利完成手术。”所以，他认为年轻人医科大

学一毕业就出国进修没有什么好处，先踏踏实实做几年临床医生，牢固掌握基本知识、基

本技能后出国，才能像海绵一样充分吸收有益的养分。”

随着多年工作的积累，黎沾良越来越认识到细菌感染是外科的大敌。除战伤以外，由

于工业、交通等事业的发展，严重创伤已成为城市人口致死或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严重

创伤感染发生率较高，威胁伤员生命。总结自己多年的行医经验，黎沾良教授认为：感染

是创伤救治中的一大难题，严重创伤感染的预防应包括免疫预防（破伤风类毒素）、正确

的现场急救和尽早应用抗菌药物。建立完善的急救网，伤员受伤后尽快送至医疗单位，并

在 3小时之内开始使用抗生素对于预防严重创伤感染意义重大。应根据受伤的部位和污染



的情况，针对最为可能的病原菌，参考当前的耐药状况，选用有效的抗生素。

滥用抗生素是我国和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过度使用抗生素会加速耐药细

菌的蔓延，从而造就“超级细菌”。目前临床上在抗生素应用中存在很多不合理、不规范

的地方，长期、反复不按规则使用抗生素会导致人体菌群失调和继发感染，对人的听力、

肝、肾等产生危害，还会产生过敏和毒性反应。黎沾良教授在合理应用抗生素预防和治疗

外科感染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牵头组织全国 30 余名外科各专业知名专家编写了我国第

一部《应用抗菌药物防治外科感染的指导意见》，撰写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围手术期

预防性应用抗菌药物指南》，对规范外科界合理用药产生重大影响；还共同主编了《国家

抗微生物治疗指南》第 1、2 版；参与编写《中国国家处方集》和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指南》，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国内、外有较高知名度。

从医 60 年，黎沾良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他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6项及省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在专业期刊上共发表论文 150 余篇。除上述

成绩之外，还主编专著《现代危重病学》和《外科感染学——抗菌药物的预防和治疗》，

参加编写国内最具权威的外科学巨著《黄家驷外科学》第 4、5、6、7、8版（腹部创伤、

外科感染部分）等 30 部专著。

由于贡献突出，1992 年黎沾良成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国内知名的医学专家，历

任全军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危重病与感染学组组长、

全军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危重病学学组组长、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医疗卫生专业评委会委员、

总后勤部科学技术奖励监委会主任委员和评审委员会委员、总后勤部驻京单位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外科杂志》副总编、《中国实用外科杂志》副主编、十余

种医学期刊的编委，国家卫生部急诊医学教育培训基地教育委员会委员、卫生部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委员、卫生部抗生素临床合理应用全国普及计划核心专家。

大爱无疆 无悔今生

黎沾良教授不但是治学严谨、医术高超的医学专家，还是具有丰富管理阅历和极高个

人素质修养的领导者，他曾担任 304 医院院长，为把 304 医院发展为拥有特色专科的全国、

全军知名的综合性医院付出了大量心血。他率先垂范，用自己的医术、医德、医风竖起医

学工作者的楷模；用严谨扎实的科研态度、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激励着青年医师奋发向上。

医患关系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黎沾良教授认为：医师需要了解，自己面对的不是

单纯的疾病，而是患病的人。人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一个人生病后，不但躯体发生变化，

心理上也备受着折磨，希望获得别人的关爱和帮助，得到医师认真的诊治和护理，因此，

医师不仅应该是治病的医师，还应该成为患者的心理医师和朋友。

他在对实习医师的培训讲座中，告诉即将走上岗位的年轻医师不仅要学会治病，还要



懂得体会、抚慰和治愈患者不同程度受伤的心灵。“医师需要学习医学心理学、伦理学，

有人文科学的底蕴才能当好医师。做一个医师不容易，要热爱自己的职业，热爱患者！”

黎教授谈到关爱患者的时候非常动情，他反复强调希波克拉底的名言：“有两种东西可以

治病，一是药物，二是语言。”医师医治患者时，不仅要重视人的生物生存状态，而且要

更加重视人的社会生存状态。既要强调改善患者的躯体健康，也要重视其社会功能和心理

功能的恢复，关心患者的社会适应与生活质量问题。

大爱无疆，黎沾良还把爱从医院延伸到社会生活中。1993 年 9 月，他在北京电视台播

放的专题片《共圆一个梦》中看到河北省崇礼县一群山区孩子因生活贫困而失学的事情。

看完节目后，黎教授和爱人就找到了北京电视台，通过崇礼县希望工程办公室的联系，资

助了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们一直资助这个孩子从中学到大学，直到读研究生。除了资

助学费、生活费等，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两位教授还经常给他谈心写信，了解他的学习、

生活、思想等情况，引导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会他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用自己的成就来回报社会！现在这个孩子不负这对军医夫妇的期望，已经学业有

成，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硕士学位，并走上工作岗位。

黎沾良夫妇先后资助了 5位贫困学生，都是从初中一年级资助到大学毕业。其中一位

孩子的父亲遭遇不幸，在工作的时候脊柱严重受伤，无法动弹，黎教授积极帮助联系医院

和医师，并且给予经济资助，帮助他治疗并恢复健康。这名学生深受感动，更加刻苦学习，

现在已经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被保送攻读硕博连渎的研究生。他们的爱心让一个个在绝

望中的家庭看到了光明，让一家人的生活有了新的动力，让一个个孩子圆了上学梦。目前

5 名受捐助的学生中一人博士毕业，一人硕士毕业，均任大学讲师，二人都已成家。另一

位本科毕业，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如今 86 岁的黎老依然担任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组顾问。夫人崔德健是我国著名呼吸内

科医学专家，也是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组顾问，他们从苏联留学时结缘，已携手走过 60 年

的幸福之旅。退休后，他们一起加入了“爱乐之友”三高交响乐团和合唱团，这支合唱团

有曾经和现任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有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和医疗专家，还有来自

部队的高级军官。两位教授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合唱团排练，分别在天津、南京、上海参加

合唱团演出，并登上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的舞台，为推广、传播与普及优秀经典音乐感到

由衷的快乐。

回首自己 60 年的行医生涯，记不清救治过多少病人，完成了多少例高难度手术，黎

老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惊人的成绩，但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没有发生过医疗事故，

没有和病人红过脸，没有受到过病家的投诉。他的人生感悟体会是：真心关爱每一个病人，

成为他们知冷知暖的朋友，病人就会信任你，配合你，理解你。做一名医生不易，劳心劳

力，如履薄冰，但也充满成就感、获得感，幸福感。回眸往事，无悔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