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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杨永宗ꎬ南华大学病理生理学教授ꎬ博士研究生导师ꎬ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ꎬ«中国动脉硬化杂志»名誉主编ꎮ 曾任中国病理生理学会理事ꎬ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动脉粥

样硬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ꎬ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会中国分会主席ꎮ 长期从事动脉粥样硬化

病因发病学和动脉粥样硬化防治的实验研究ꎮ 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２００ 多篇ꎬ ５ 次获得省

部级科技成果奖ꎮ 主编«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基础与临床» (第二版)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专著两部ꎮ

刘录山ꎬ博士ꎬ教授ꎬ博士研究生导师ꎮ 动脉硬化学湖南省重点实验室副主任ꎬ南华大学

心血管疾病研究所副所长ꎮ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动脉粥样硬化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ꎬ
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会中国分会理事兼秘书长ꎬ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医学细胞生物学分会委

员ꎮ 湖南省新世纪 １２１ 人才工程和湖南省“２２５”工程高层次卫生人才人选ꎮ «中南医学科学杂志»编委ꎬ«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特邀审稿人、«中国动脉硬化杂志»编委ꎮ 长期从事«病理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和«心血管病理生

理学»等教学ꎮ 主要研究方向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因发病学与防治基础ꎮ 主持和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２ 项ꎬ湖南

省自然科学基金、湖南省“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等多项ꎮ 在«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Ｍｅｄ»、«Ａｒｔｉｆ Ｃｅｌｌ
Ｂｌｏｏｄ Ｓｕｂｓｔｉｔ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等杂志发表论文 ５０ 余篇ꎮ

　 　 进入 ２００６ 年以来ꎬ三个方面的因素促使中国科

学研究进入一个快行轨道ꎬ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数也

不断增多ꎮ 首先ꎬ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ꎬ中国

科研经费投入及占 ＧＤＰ 比也不断增加ꎻ其次ꎬ研究

生教育的跨越式发展ꎬ为科学研究培养了大量新生

力量ꎻ另外ꎬ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持续增加ꎮ 具体到

动脉粥样硬化研究队伍ꎬ不但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

工作者加入ꎬ而且越来越多的临床工作者加入到本

研究领域ꎮ 中国动脉粥样硬化研究呈现蓬勃发展

态势ꎬ体现在研究层次从人体试验和动物整体研究

到细胞和分子水平研究ꎻ研究的领域几乎涉及到所

有发病机制学说ꎬ如炎症反应、脂质代谢紊乱、血流

动力学异常等等ꎮ

１　 学术研究

此阶段国内动脉粥样硬化研究内容太过宽泛ꎬ
无法进行简单的概括ꎬ因此在此不对具体研究内容

进行描述ꎮ 总的来说ꎬ研究水平有所提高ꎬ但是问

题也非常明显:原始创新研究不够ꎬ主要是跟踪性

研究ꎻ横向研究太多ꎬ纵向研究不够深入ꎻ忽视了自

己的优势ꎬ对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病理学研究和实

验动物模型研究未能持续与创新ꎮ
在此阶段ꎬ中国学者开始更多地参与国际学术

交流ꎮ 安贞医院赵东研究员和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诸骏仁教授先后担任了 ＩＡＳ 执行委员会委员( ＩＡＳ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ｏａｒｄ Ｍｅｍｂｅｒｓ)ꎬ同时一批学者担任了一

些 国 际 著 名 学 术 刊 物 如 «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ꎬ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ꎬ ａｎ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的副主编和编委

等ꎮ 同时中国学者更加注重把研究成果发表到国

际学术刊物上ꎬ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越来

越多ꎬ在本领域有重要影响力国际刊物上的论文也

越来越多(图 １)ꎮ 迄今为止ꎬ中国学者在«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 »、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 «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ＶＢ»和«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等心血管研

究领域权威刊物上发表了一大批高水平论文[１￣３]ꎬ
表明中国动脉粥样硬化研究步入了国际研究先进

行列ꎮ 但迄今尚未在«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和«Ｃｅｌｌ»
这 ３ 种刊物上发表动脉粥样硬化领域密切相关

论文ꎮ

２９２１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３９４９ Ｃｈｉｎ Ｊ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ꎬＶｏｌ ２４ꎬＮｏ １２ꎬ２０１６



图 １. 中国动脉粥样硬化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情况ꎮ 　 　
以“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和“Ｃｈｉｎａ”为关键词ꎬ在 ｐｕｂｍｅｄ 中进行

不完全搜索ꎬ２００６ 年以前总共搜索不到 ７００ 篇ꎬ２００６ 年及以

后ꎬ总共搜索到 ５ ０００ 余篇ꎮ

２　 “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会( ＩＡＳ)中国行”

为了更加普及和推广防治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脑血管疾病的知识和诊治方法ꎬ本专业委员于 ２００６
年起开展了全国 ２２ 个城市的学术巡回演讲活

动———“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会(ＩＡＳ)中国行” (图
２)ꎮ 旨在通过巡回演讲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动脉粥

样硬化研究事业的发展ꎬ促进临床医生对动脉粥样

硬化性相关疾病认识的不断深入ꎬ普及动脉粥样硬

化防治的新指南、新技术、新产品的临床应用ꎮ
为使巡回演讲取得良好的效应ꎬ主办方、承办

方、协办方共同对巡回演讲的内容进行了精心的策

划和准备ꎮ 演讲内容知识连贯ꎬ由动脉粥样硬化的

形成、发展ꎬ到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临床危害及

干预ꎬ从基础到临床ꎬ进行了较全面的讲述ꎮ 既有

一流专家的学术报告又有普及性的专题讲座ꎬ突出

了本专业学会基础病理研究结合临床诊断治疗的

特点ꎬ引起了听众的浓厚兴趣ꎮ 讲课专家均为动脉

粥样硬化研究领域的各学科学术带头人ꎮ 广大临

床一线的医生们通过参加巡讲学习ꎬ不仅系统掌握

了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知识ꎬ还对学会有了更充分的

了解ꎮ “ＩＡＳ 中国行”已经逐步在医生心目中形成了

品牌学术会议的印象ꎮ “ＩＡＳ 中国行”它以动脉粥样

硬化基础研究进展为主线ꎬ关注临床实用性ꎬ为促

进中国动脉粥样硬化学科和本专业委员会的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图 ２. “ＩＡＳ”中国行现场和巡讲分布示意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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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学术会议

此阶段ꎬ学术交流更加活跃ꎬ学术会议的举办

也开始固定为每 ２ 年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ꎬ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在福建武夷山ꎬ２００９ 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ꎬ
２０１１ 年在湖南长沙举办了第九至十一次全国动脉

硬化性疾病学术会议ꎮ
３.１　 第九次全国动脉硬化性疾病学术会议

第九次全国动脉硬化性疾病学术会议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２４ 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图
３)ꎮ 本次会议由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动脉粥样硬化

专业委员会、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会( ＩＡＳ)中国分

会、中国动脉硬化杂志编辑部和南华大学联合主

办ꎬ北京维信康医药咨讯有限公司资助协办ꎮ 会议

的主要内容有 ３ 个方面:学术交流、专业委员会换届

选举、成立并启动诺美研究基金ꎮ 中国病理生理学

会动脉粥样硬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ＩＡＳ 中国分

会理事会理事长、中国动脉硬化杂志主编杨永宗教

授主持了会议ꎮ

图 ３.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２４ 日ꎬ福建武夷山ꎬ第九次全国动

脉硬化性疾病学术会议ꎮ

在学术交流方面ꎬ除阮长耿院士、刘德培院士

和周 宏 灏 院 士 等 一 批 国 内 知 名 专 家 莅 会 外ꎬ
ＣＳＡＴＶＢ(加拿大动脉粥样硬化、血栓形成与血管生

物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Ｇａｒｒｙ ｓｈｅｎ 研究员参加会议

商讨学会协作事宜并做学术交流ꎬ以及«中国动脉

硬化杂志»特邀编委、日本筑波大学范江霖教授也

到会进行学术交流ꎮ
诺美研究基金是由学会和诺美(国际)有限公司

联合启动的抗氧化临床研究基金ꎬ研究经费总额为

１ ０００万元(图 ４)ꎮ 基金由学会进行管理ꎬ杨永宗教授

担任基金管理委员会主席ꎮ 基金共资助全国临床专

家申请项目 １２ 个ꎮ 该项目的实施取得了丰硕成果ꎬ
对推动普罗布考重装上市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在本次会议上ꎬ专业委员会进行了换届选举ꎬ
选举产生了第六届专业委员会ꎮ 组成人选如下:主
任委员:杨永宗ꎮ 副主任委员:姜志胜ꎬ范乐明ꎬ黎
健ꎬ胡维诚ꎬ杨向红ꎬ叶平ꎮ 委员:陈琪ꎬ陈思锋ꎬ胡
必利ꎬ胡大一ꎬ金惠铭ꎬ廖端芳ꎬ凌文华ꎬ刘国庆ꎬ孟
晓萍ꎬ欧阳静萍ꎬ齐永芬ꎬ阮长耿ꎬ阮秋蓉ꎬ宋剑南ꎬ
王贵学ꎬ王瀚生ꎬ王家富ꎬ韦立新ꎬ张运ꎬ赵志刚ꎬ朱
依纯ꎬ邹云增ꎮ 秘书长:姜志胜(兼)ꎮ

图 ４.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ꎬ福建武夷山ꎬ杨永宗教授和诺美(国
际)有限公司代表共同启动诺美研究基金ꎮ

３.２　 第十次全国动脉硬化性疾病学术会议

第十次全国动脉硬化性疾病学术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至 ８ 月 ２ 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

(图 ５)ꎮ 本次会议由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动脉粥样硬

化专业委员会、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会( ＩＡＳ)中国

分会、中国动脉硬化杂志编辑部和南华大学联合主

办ꎬ北京维信康医药咨讯有限公司资助协办ꎮ

图 ５.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至 ８ 月 ２ 日ꎬ内蒙古呼和浩特ꎬ第十

次全国动脉硬化性疾病学术会议ꎮ

国内刘德培院士和张运院士等知名专家出席

会议并做学术报告ꎮ 同时ꎬ本次会议还邀请了 ８ 位

国外专家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日本动脉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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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主席北徹(Ｔｏｒｕ Ｋｉｔａ)教授ꎬ美国心脏学会、血栓

及血管生物学委员会(ＡＴＶＢ)前主席阿兰多尔蒂

(Ａｌａｎ Ｄａｕｇｈｅｒｔｙ)教授ꎬ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圣麦可医

院 Ｈｅｙｕ Ｎｉ 教授ꎬ日本筑波大学范江霖教授ꎬ莱顿大

学医学中心 Ｄａｎｉｅｌ Ｌ. Ｓｐａｒｋｓ 教授ꎬ伦敦皇家学院

Ｑｉｎｇｂｏ Ｘｕ 教授ꎬ密西根医学中心 Ｙｕｑｉｎｇ Ｅｕｇｅｎｅ
Ｃｈｅｎ 教授ꎬ以及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 ＧａｎｇｈｏｎｇＴｉａｎ
教授ꎮ
３.３　 第十一次全国动脉硬化性疾病学术会议

第十一次全国动脉硬化性疾病学术会议暨中

国病理生理学会第七届动脉粥样硬化专业委员会、
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会中国分会全国会员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至 ２５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图
６)ꎮ 本次大会主要完成了两方面任务:一是围绕动

脉硬化性疾病的基础研究与临床防治研究最新成

果与进展进行学术交流ꎮ 学术交流采用的方式包

括大会特邀报告、大会报告、优秀青年论文评选以

及壁报展览ꎮ 二是进行了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动脉

粥样硬化专业委员会和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会中

国分会换届选举工作ꎮ

图 ６.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至 ２５ 日ꎬ湖南长沙ꎬ第十一次全国动

脉硬化性疾病学术会议ꎮ

本次会议进行了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动脉粥样

硬化专业委员会和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会中国分

会及其领导机构的换届选举(图 ７)ꎮ 南华大学姜志

胜教授当选为新一届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动脉粥样

硬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ꎮ 北京大学刘国庆教授

当选为新一届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会中国分会主

席ꎮ 大会还选举产生了由 ３２ 人组成的中国病理生

理学会动脉粥样硬化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会ꎮ 通

过此次换届ꎬ杨永宗教授等专业委员会创会元老已

全部退出ꎮ 大会对以杨永宗教授为首的创会元老ꎬ
以及因各种原因退出了新一届专业委员会和中国

分会的同志们表示了衷心感谢ꎮ

图 ７. 中国病理生理学会第七届动脉粥样硬化专业委员会和

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会中国分会成员名单　 　 专业委员会

全体委员同时也是国际分会理事ꎮ

后　 记

动脉粥样硬化在西方医学中已经被认识和研

究了数个世纪ꎬ但在中国的研究起步较晚ꎬ上个世

纪 ２０ 年代才有文献报道ꎬ但发展到今天ꎬ也已历经

近 １００ 余年ꎮ 在这 １００ 余年中ꎬ中国动脉粥样硬化

研究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而不断发展ꎬ并在新中
国成立以后ꎬ动脉粥样硬化研究开始走向专业化和

系统化ꎬ并取得了一批有中国特色的瞩目的成就ꎮ
比如一批有一定规模的特殊人群 (阉割人群 (太

监)、素食者(和尚))的动脉粥样硬化研究ꎬ对研究

激素与动脉粥样硬化关系和饮食与动脉粥样硬化

关系提供了人群实证资料ꎻ建立了树鼩和北京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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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模型ꎬ对研究载脂蛋白与动脉粥样硬

化关系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对象ꎻ利用人口数量优

势ꎬ进行了近万人的动脉粥样硬化病理形态学研究

等等ꎮ 进入新世纪以来ꎬ世界和中国范围内的动脉

粥样硬化研究根据如火如荼ꎮ 在世界范围内ꎬ动脉

粥样硬化相关的新学说、新观点、新技术层次不穷ꎬ
比如炎症学说、斑块破裂概念和血管内支架应用等

等ꎮ 而在中国ꎬ虽然研究者众多ꎬ发表论文数量庞

大ꎬ但鲜见有原始创新性思想和研究ꎮ 回顾历史ꎬ
是为了开拓未来ꎮ 收集整理中国动脉粥样硬化研

究的史料ꎬ也是希望为今天的中国动脉粥样硬化研

究方向提供参考的思路ꎮ
基于此ꎬ在中国病理病理生理动脉粥样硬化专业

委员会前主任委员和国际动脉粥样硬化学会中国分

会前主席杨永宗教授组织下ꎬ在中国病理病理生理动

脉粥样硬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姜志胜教授支持下ꎬ
并由南华大学相关部门提供了 １０ 万元专门经费支

持ꎬ南华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组织撰写了总 １２ 期

«中国动脉粥样硬化研究纪事»ꎮ «纪事»所收集的与

中国动脉粥样硬化研究相关史料从 １９２５ 年到 ２０１１
年ꎬ将近 １００ 年ꎬ其中也对同时期国际上动脉粥样硬

化研究的重要事件进行了简单介绍ꎮ
为编写«纪事»ꎬ杨永宗教授本人以及南华大学

心血管疾病研究所姜志胜教授、刘录山教授、易光

辉教授、唐朝克教授、唐志晗博士、袁中华教授、任
重博士、欧阳新平博士、彭旷博士等现场拜访了国

内诸多动脉粥样硬化研究领域的老一辈科学家和 /
或动脉粥样硬化研究的重要基地ꎬ或通讯方式采访

了一些科学家ꎬ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ꎮ 这些老一

辈科学家ꎬ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原上海第二医

科大学)王振义院士、北京大学(原北京医科大学)
唐朝枢教授、南京医科大学蔡海江教授和范乐明教

授、中国医科大学陈铁镇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原同

济医科大学)邓仲端教授、山东大学(原山东医科大

学)胡维诚教授、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
陈瑗教授和周玫教授、中南大学(原湖南医科大学)
彭隆祥教授、中日友好医院王泰玲教授、四川大学

(原华西医科大学)付明德教授和延边医学院宋京

郁教授等ꎬ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ꎬ并讲述

了一些亲历事件和提供了一些珍贵史料ꎮ 此外协

和医科大学病理学系尹洪超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

病理学系主任郑洁教授、北京安贞医院王绿娅教授

和蔺洁博士ꎬ中南大学刘俊文教授等对我们的工作

给予了大力支持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ꎮ 在采访

过程中尤为让我们感动的是在拜访时年 ８６ 岁高龄

的王泰玲教授时(图 ８)ꎬ担心王教授年岁已高ꎬ能否

接见我们ꎬ结果我们是在中日友好医院的病理科见

到了思维敏捷ꎬ精神矍铄ꎬ神采奕奕ꎬ并正在指导年

轻医师读片的王教授ꎬ随后王教授还亲自给笔者寄

来一些自己保存的珍贵历史照片ꎮ 在此我们衷心

地祝福还健在的老教授们身体健康ꎮ 而在整理史

料的过程中ꎬ我们也见到了河北省医科院病理研究

室孙仁俊教授等应用低剂量胆固醇饲喂家兔长达

三年之久ꎬ以模拟人类动脉粥样硬化长期缓慢发病

的事实ꎬ对比今天我们用 ２ 月至 ３ 月造成动脉粥样

硬化动物模型的现状ꎬ老一辈科学家们的敬业精神

令我们肃然起敬ꎬ他们的风范高山仰止ꎮ 同时我们

也在国家图书馆和协、医科大学图书馆和中南大学

图书馆等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查阅与收集工作ꎮ
在文献资料收集工作基础上ꎬ我们组织撰写了

这 １２ 期文章ꎮ 但是虽然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工作ꎬ务
求全景式介绍中国动脉粥样硬化研究中具有重要

历史意义的史料ꎬ但资料难免有所遗缺ꎬ表述有所

偏颇ꎬ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ꎮ

图 ８. 刘录山教授和唐志晗博士 ２０１３ 年拜访时年 ８６ 岁高龄ꎬ
正在病理科指导年轻医师读片的中日友好医院王泰玲教授

(２０１３ 年)ꎬ合影留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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