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虞希祥，市人民医院介入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

导师。他医德高尚，技术精湛，深受患者和家属称赞。

从医 30 多年来一直坚守临床第一线，已成功主持血管

疾病和肿瘤介入手术 23000 多例，抢救危重病人 900 多

例，为本地区疑难危重病例救治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内

同行中享有较高知名度，发表论文43篇，其中，SCI收录

2 篇，获得省市科技进步奖 5 项，入选省“新世纪 151 人

才工程”，是温州市医学会介入分会（筹）组长，温州医学

重点学科带头人。

本 报 讯（通 讯 员 倪 少

波 记 者 陈 成 成）古 人 云 ：

“ 百 善 孝 为 先 、孝 为 百 行

首”。尊老、敬老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8 月 11 日，

由市红十字医院与华东医药

温州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联合

组织的爱心志愿者走访了瑞

祥山庄，为居住在山庄的老

人送去免费健康体检与慰

问，让老人们感受到社会的

温暖和关爱。

活动现场，市红十字医

院的医务人员为老人们检测

了血糖、血压等一系列内科

基本检查项目，医务人员还

指导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简

单的肢体功能训练，并带去

了康复指导及健康宣教，让

老人们可以安度晚年。华东

医药温州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给老人们送去了营养品和保

健 品 ，受 到 老 人 欢 迎 。 随

后，志愿者们还帮助老人打

扫卫生、清理房间，主动和

老人们拉家常，询问他们的

健康、生活、饮食等方面情

况，让老人们乐开了花。

活动主办方表示，通过

此次公益活动，给老人们送

去温暖的同时，希望能有更

多的人参与到“关爱老人、

弘扬美德”的活动中，更好

地关注老人、爱护老人，为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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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希祥：放射线下的勇者人生
■记者 陈成成 实习生 姜璐

从事放射工作 34 年以来，一直坚守临床第一线，无怨无悔地服务患者⋯⋯市人民医院介
入科主任虞希祥用自己坚定的信念与默默的行动，谱写了一位介入科医生在放射线下的勇者
人生。

30 多年施行 2 万多例手术

自 1982 年参加工作以

来，虞希祥每天接触最多的

就是射线。“1994 年之前在

放射科工作，随后医院组建

介入科，我就成了介入科的

一员”。尽管年愈五旬，但

讲起当初组建介入科时的情

景，虞希祥的脸上仍掩饰不

住兴奋之情。“介入科组建

之前，我被派往省人民医院

学习，第一天跟着老师做了

一台介入手术，看着老师在

仪器的协助下，不用开刀，

仅用一根导管就能帮患者解

除病痛，这个神奇的过程一

下子就迷住了我。”虞希祥

说。市人民医院介入科于

1994 年 3 月成立，也是当时

温州地区最早成立介入科的

医院。自此，虞希祥的工作

就与介入手术紧紧联系在了

一起。

2015 年 9 月 的 一 个 深

夜，虞希祥已经上床就寝，

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原来急

诊部来了一位危重病人，经

初步诊断是脑动脉瘤破裂。

接到电话后，虞希祥第一时

间赶到医院，当时病人已神

志 不 清 ，必 须 马 上 施 行 手

术。在与家属沟通后，虞希

祥等人立即为病人施行了 3

个多小时的手术。到凌晨 3

时许，病人被送入监护病房

时，主刀的虞希祥仍不敢回

家 ，他 只 在 值 班 室 稍 作 休

息，随即就拿出了病人的后

续治疗方案。“脑动脉瘤破

裂是极易复发的一种病症，

后续治疗必须跟上。”虞希

祥说。经过一段时间治疗，

这位病人康复出院。而虞希

祥的后续观察、治疗仍未结

束，“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

电话随访，问问情况，并提

醒病人要定期复查。”在虞

希祥的电脑里，存着一份病

人记录表，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会电话随访，随时掌握

病人的情况。

据 了 解 ，从 医 30 多 年

来，虞希祥成功主持介入手

术 23000 多例，抢救危重病

人 900 多例，开展介入诊疗

技术项目 42 项，使该院介入

科成为我省开展介入项目最

齐全的科室，为温州地区疑

难病例和危重病人的诊治发

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国内

同行专家的认可。

几十斤铅衣也无法完全阻挡辐射

在医学圈里有这么一句

话，“介入医生都是用自己的

健康换取患者的康复”。因

此，从事这个行业不仅要求

医生要有精湛的医术，更需

要他们有为事业献身的奉献

精神和崇高的医德。

虞希祥每个月都有二三

十台手术，每次手术都要穿

着几十斤重的铅衣作为防

护，那些保护不到的地方，如

胳膊、手、脚则是完全裸露在

辐射下。有时手术较为复

杂，穿着铅衣不方便，虞希祥

情急之下甚至脱掉铅衣，让

自己完全暴露在射线之下。

手术后的他也会后悔没

有好好保护自己，但再遇到

此类手术时，他还是会毫不

犹豫地脱下铅衣。“说是防

护，其实也不是 100%的，还

是会有一部分射线辐射到身

上，放射性白内障和放射性

皮炎几乎成为我们的职业

病。”虞希祥告诉记者，从做

第一台介入手术开始，他就

知道从事介入这一行需要付

出的高昂代价。最初的介入

医生都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做

实验，尽管现在不用这么做

了，但每天仍不可避免地面

对放射线照射、沉重的铅衣、

高度的精神集中和 24 小时

待命。

正因为介入科医生有一

定的危险性，因此很多新医生

都不愿去，作为科室负责人，

虞希祥在带领科室全体人员

不断研究、进步的同时，也不

忘关爱年轻医生。“目前介入

科有7名医生，还没结婚生孩

子的，我都让他们留守病区，

生过孩子后才会考虑让他们

上手术台。介入科医生需要

牺牲自己的健康，但不能危害

下一代。”虞希祥说，而他认为

自己已年愈五旬，多上些手术

台也无所谓，因此，每年的手

术量并没有因为年纪增大而

减少。而在长期的放射治疗

中，他的头发大把大把地脱

落，白细胞也降低了，但是他

没有退缩，患者康复后的笑脸

给了他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从医 30 多年，家人、朋

友都劝他别这么拼，犯不着

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虞希

祥却说：“医生活着不是为了

自己，而是为了别人，这是职

业性质决定的。”他将这句话

当成座右铭，在他看来，患者

的疾病、健康甚至于生命都

在医生的掌握之中，这种“翻

手为云覆手为雨”不是权力

而是责任，将这个责任扛在

身上的第一天开始，作为医

生的他就没后悔过，更不会

放弃，“只要身体情况允许，

我就会坚定不移地一路走下

去。”

虞希祥虞希祥（（左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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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暖“夕阳红” 关爱送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