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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石学敏从医的第五十九个年头，

已经 83 岁高龄的他仍然坚持查房、问诊、讲学

……日程排得满满的。石学敏多年来致力于

研究治疗中风病、认知障碍、吞咽障碍等神

经、精神、骨伤等多系统疾病。岁月沧桑，见

证着医者仁心。

探索诊疗新途径

1938 年，石学敏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

农民家庭。1957 年考入刚刚建立的天津中医

学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前身）。1962 年开始

行医，1964 年，石学敏作为优秀人才被派到北

京就读卫生部针灸高级研修班，遍访名师、研

习针灸，一生未改。

1968 年，石学敏随中国医疗队前往阿尔

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石学敏凭借良好的

医术获得当地民众的认可，有时每天要诊治

300 多名异国患者，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也让

世界认识了中医针灸。

70 年代初，石学敏谢绝了国外医疗机构

的高薪聘请，回到天津。在天津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凭借七八个医生、几架老旧的

显微镜，石学敏建起了针灸病房，建立了“电

生理室”，1985 年又建立了针灸心内科的重症

监护室。在石学敏的带领下，一个完整的针

灸医疗、教学、研究体系渐渐形成了。

回国后，石学敏致力于探索中风病的针

灸治疗。他在继承古代医家对中风认识的基

础上，基于中医辨病、辨证的理解，探求中风

的病因病机，独创了一套新的针刺疗法，探索

出中风病治疗新途径。

此后，石学敏以新的针刺法和丹芪偏瘫

胶囊为主，配合康复训练、饮食、心理、健康教

育等疗法，形成一整套完整、独特规范的中医

中药治疗中风病综合治疗方案——石氏中风

单元疗法。

石学敏致力于针灸的科学研究，在他的

努力下，医院组建了老年病研究室、分子生物

学实验室等，推动国内针灸临床科研达到新

的水平。

针灸学科在石学敏的带领下，医、教、研

等全方面发展、壮大。如今，天津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针灸病房已有近 1000 张病床，每年

接诊国内外患者万余人，成为国内重要的针

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基地。

全力以赴下苦功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部病

区副主任戴晓矞回忆，自己当年报考天津中

医药大学，就是受到石学敏的感召。入学之

后，大家最喜欢听石学敏讲课。他经常不按

课本来讲，而是拿出一个病，从典籍记载到病

机病因再到如何治疗，让人感觉知识立体起

来了。

石学敏告诉学生，学好针灸，必须以中医

传统理论为基础，同时吸收现代医学科技对

于人体的研究成果，要学好必须下苦功夫。

石学敏还经常给学生讲针灸要领：目无

外观、手如握虎、心无内慕。石学敏出诊，一

上午要看三四十名病人。他一米八多的身

高，施针要略微弯腰，由于常年劳累造成腰劳

损过度。即使这样，他对待每个病人仍然全

力以赴。

石学敏的生活非常简单，也没有什么业

余爱好。担任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院 长 以 后 ，管 理 、出 诊 、查 房 、做 课 题 、讲 学

……似乎永远在工作中。但不管多忙，石学

敏随时都会去病房转一圈。一天中午，医生

们刚回到办公室，石学敏走进来说了一句“这

针是怎么扎的？”大家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

去病房挨个自查。石学敏常说“病房是检验

理论的最好场所”。每次跟他查房就是现场

教学，配穴是否合理、疗效为何不明显，石学

敏会帮学生逐一分析。他带的团队永远保持

学习状态。

国 家 中 医 针 灸 临 床 医 学 研 究 中 心 副 主

任 、天 津 中 医 药 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针 灸 部

部长杜宇征是石学敏的学生，他还记得，石

学 敏 不 仅 随 时 抽 查 实 操 和 实 验 情 况 ，还 会

提 问 典 籍 阅 读 和 理 论 知 识 。“ 别 想 打 马 虎

眼，那些东西都在他心里，记错一个字他都

能听出来。”

生命科学是严肃的，必须有真本事。杜

宇征始终记得老师跟自己说的，我们是医生，

使命就是治病救人，工作再忙，也不能把这个

丢了。

倾囊相授传技艺

随着年纪的增长，石学敏把更多精力放

在传承针灸上。

经过大量临床与实验，1986 年，石学敏提

出了“针刺手法量学”，科学衡量针刺手法，

使传统针刺手法向规范化、剂量化、标准化发

展，填补了针灸学发展的空白。

1999 年，石学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了推广针灸，石学敏跑遍大江南北的基层

医院，提高当地的针灸水平。他开创的独特

针刺法学习班已累计有 8 万多名医生参加学

习。每期学习班，石学敏都会亲自授课，倾囊

相授、毫无保留。

有一次，一位来自山西某县医院的医生

找到素不相识的石学敏，告诉他自己所在的

县医院有针灸科，但是没有床位，县里中风患

者特别多，想请石学敏去做指导。石学敏二

话没说就答应了。年近八旬的石学敏，此后

不辞劳苦、多次往返。几年后，这家县医院已

经拥有 150 多张针灸病床。

1986 年成为天津第一位中医博士研究生

导师后，石学敏先后培养国内博士、硕士近

500 人，培养国外博士、硕士等 80 余人。他们

大多成为领域里的骨干。

石学敏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传播推广中

医针灸。《石学敏针灸全集》等 10 部著作被翻

译成英法西等语言出版，成为针灸教材。长

期以来，他致力于针灸学术交流和推广，先后

赴 100 余个国家及地区讲学、诊疗，为中医针

灸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4 年，石学敏被授予国医大师称号。

他在发表感言时深情地说：“我将以老骥伏枥

之志，将国之精粹发扬光大；将医之精华传达

于世界；将传道授业作为毕生之追求。我愿

意继续为祖国的中医之发展，人才之培养发

挥自己的余热。力虽绵薄，志却甚坚。”

石学敏这样说，也这样做。

从医59年，先后赴百余国家及地区讲学、诊疗，推广中医 ——

石学敏 一生用心在针灸
本报记者 朱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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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石学敏，第二届国医大
师，1938年生于天津，现任天
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名誉院长、天津市针灸研究所
名誉所长。

他带领团队，主编著作50
余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
表论文数百篇，长期致力于针
灸学术交流和推广，先后赴
100余个国家及地区讲学、诊
疗，为中医针灸走向世界作出
了重要贡献。

■走近国医大师R

石学敏在国医大师颁奖仪式上。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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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 月 23 日电 （记者孙

秀艳、寇江泽）记者从生态环境部 23
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大会执委办主任、生态环境部自

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介绍，大会

将于 10 月 11 日至 15 日和 2022 年上半

年分两阶段在云南昆明召开，大会将

全面总结国际社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方面的经验，谋划未来十年全球生物

多样性治理的蓝图。目前，第一阶段

大会议程基本确定，线上、线下参会代

表正在完成注册，各项准备工作正按

计划有序推进。

大会开幕式将于 10 月 11 日举行，

之后选举大会主席。根据议程安排，在

其后的一般性议程中，要完成除 2020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外的各项议

题审议，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则要在明

年上半年线下会议上审议并做出决定。

大会高级别会议将于 10月 12至 13
日举行，包括领导人峰会及部长级会

议。13日晚高级别会议后，还将召开新

闻发布会，经各缔约方共同协商，拟发

布主题为“共建全球生态文明，保护全

球生物多样性倡议”的《昆明宣言》，呼

吁各方采取行动，响应共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号召，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增进

人类福祉，实现可持续发展。

会议前后及会议期间，大会秘书

处安排了多场平行活动，10 月 14 日至

15 日，将举办大会唯一一场现场举办

的平行活动——生态文明论坛，邀请

国内外嘉宾进行讨论。 15 日将举办

闭幕式。

崔书红介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计划

于今年 11 月在英国举办。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和第二十六

次缔约方大会筹备工作团队建立了协调工作机制，本次大

会第一阶段会议的相关议程中，充分考虑了与第二十六次大

会协同推进。比如高级别会议共设置 4 个圆桌会议，其中一

个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促进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土地退化

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协同治理。大会生态文明论坛还专门设

立了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主题论坛。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天喜在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云南省委书记、省长共同担任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组

长。大会将通过新建碳汇林等方式，抵消本次会议产生的

温室气体，实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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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