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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研究应是整体、广泛、深入的研究，

运用现代科学手段从整体、器官、细胞、

分子等不同水平对中医辨证分型的实质

进行前瞻性、深层次的探讨，并且需要与

西医更新同步。结果是不仅能从根本上

阐明EH证的本质，在中西医结合治疗

EH方面也会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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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哀悼我国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的创始人王今达教授

我刊总编辑王今达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4月8 Et 15点55分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逝世。享年84岁。

王今达教授生于1923年5月。1945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市同仁医院、开滦煤矿林西矿务局医院工作，
1950年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工作至今。其间，1952—1954年他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1 97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
天津市急救医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天津医科大学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救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

员，中华医学会急诊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杂志总编辑，《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总编辑，世界危重病急
救医学联合会中国成员组代表，国务院特贴专家，市政协委员。

王今达教授是中外知名的危重病急救医学专家。1974年，他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急救医学研究机构

——急救“三衰”抢救研究室，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1980年他在哈尔滨市主持召开了我国第一次全
国急救医学会筹备会，1983年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急救医学研究所——天津市急救医学研究所。至今，
他已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有关危重病急救医学的论文100余篇，主编了《危重病急救医学的诊断和治疗》、《急症药物治疗
学》、《通用危重病急救医学》等著作。

王今达教授是我国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的创始人，他在国际上首先证实内毒素血症是感染性多器官功能衰竭(MOF)的
始动病因，提出“菌毒并治”的治疗理论，并研制成具有拮抗内毒素作用的中药针剂血必净，使国际公认的“感染性四脏衰”患

者病死率从100％下降到50％以下，此项成果获得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他还创办了《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杂志和《中国中西
医结合急救杂志》。1994年，他所领导的天津市急救医学研究所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全国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培训基

地，并于1997年被国家卫生部批准为卫生部危重病急救医学重点实验室。
王今达教授为培养我国急救医学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为全国各地培养专业师资1 800余人，现在大多数人已

成为全国急救医学专家。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开拓进取精神，参加工作60多年来，他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爱岗敬业、默

默奉献，对工作更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同志们的肯定和赞誉，曾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等称号。他的逝世是我国危重病急救医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为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总编辑而

感到万分悲痛。我们决定不辜负总编辑对我们的期望，继续将两本杂志办成全国一流学术刊物，为我国的急救医学发展做出
我们应有的贡献。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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