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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景行 
— — 怀念著名烧伤整形专家汪 良能教授 

胡 大海 陈璧 

一

、 矢志不移，报效祖国 

汪良能教授 1942年 毕业于南京 中央大学医学 

院并留校担任 医疗教学工作。20世纪 40年代，整 

形外科学刚刚形成，旧中国的该学科领域几乎是一 

片空 白。为 了尽快掌握这一新兴专业的各项技术， 

年轻的汪良能教授于 1949年 2月赴美国专攻整形 

外科学。他凭着勤奋 与才智，在短短 2年 内即达 到 

了高年资主治医师的施 治水平 ，博得 了国外同事的 

高度称赞，并受到美国烧伤整形界专家的重视。此 

时正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 

国出兵抗美援朝。想到我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在朝 

鲜战场 ，祖国需要 自己，汪 良能教授毅然做 出了“终 

止学 习，返回祖国”的选择。 

1951年 9月 ，满怀一腔爱 国热情 的汪 良能教授 

踏上 了回归祖国的征程 ，却遭到 了美国政府 的重重 

阻挠。途经檀香 山时，美国海关 以“战时科技人 员 

不准离美”为 由阻止其 离境，致使他 回归心愿未 能 

实现。为 了早 日回到祖 国，汪 良能教授 曾隐瞒其科 

技人员的身份，前往百货公司工作 ；同时给联合 国相 

关组织写信，要求伸张正义；后又通过国内家属与时 

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取得联 系，以争取 回归的 

机会。他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和精 神，得到 了美 国 

人民和舆论的支持，美国《大西洋城 日报》、《阿伯尼 

日报》等新闻媒体 先后报道 了他 回国受阻的事 件， 

数千名友好的美 国人 民联名上书参议院，迫使美国 

总统做出一项特殊决定：“特 许汪 良能家属来美永 

久居住”。他 曾工作过的美方医院也为其提供 了住 

房，并为其家属安排 了工作。美国政府的特殊待遇 、 

美方专家的热情挽留、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丝毫 

没有动摇汪 良能教授 的爱 国热忱和 回归祖 国的决 

心。1954年，他借赴香港接家属的机会只身离开美 

国，在 中国驻香港旅行社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终于 

回到 了祖国的怀抱。汪 良能教授的爱国行动，受到 

党和国家的热情欢迎 与赞誉，同时获得 了祖 国人 民 

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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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扎根西北 ，开创烧伤整 

形外科专业 

回国后，汪 良能教授满怀热情地来到大西北，投 

身于国防医学教育事业，为我国我军医疗卫生事业 

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汪良能教授率先在第四军 

医大学创建 了西北第 1个烧伤整形科。在他的带领 

下，西北地 区的烧伤整形专业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 

迅速发展，治疗 了数 以万计的患者 ，挽救了一大批危 

重患者 的生命，使很 多严重畸形 的患者恢复 了功能 

与外貌。1957年，在 汪 良能教授 的积极倡 导下，西 

北地 区成立了烧伤协作组。之后，汪 良能教授一直 

担任中华医学会陕西省烧伤整形分会 主任委 员，为 

推动西北地 区烧伤整形外科 的发展发挥 了巨大作 

用。 

1960年，在他的主持下 ，成功地抢救 了 1例烧 

伤总面积 90％、Ⅲ度面积 68％TBSA并伴有严 重败 

血症的患者。这是当时国内外救治成功的烧伤面积 

最大的病例，在我国烧伤整形专科发展史上写下 了 

令人瞩 目的一页。 

汪 良能教授从医50余载，执著于 自己热爱的事 

业，为之奉献 了毕生的精 力。他具有渊博的理论知 

识和精湛的医术，在烧伤整形专业上造诣高深，受到 

同行们的钦佩和敬 重。正是 由于他的努力 与贡献，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的烧伤与整形专业逐步形成 

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发展成为如今拥有一大批专 

业技术骨干及完善的医疗 、教学、科研设备的专科技 

术基地。 

三、鞠躬尽瘁，振兴祖国的医疗事业 

汪 良能教授是我国整形外科学与烧伤学的主要 

开拓者之一，曾长期担任 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会 

副主任委员、全军烧伤整形专业组副组长等许多重 

要学术职务及社会职务，并担任过诸 多医学杂志的 

负责工作，如曾任《中华整形烧伤外科杂志》副主编 

等。他以渊博的学识和宽广 的胸怀，致力于祖国烧 

伤整形事业的发展 ，为军内外烧伤整形外科专业知 

识的普及 、交流和全 国烧伤防治水平 的提高做 出了 Q2xvdWRWZXJzaW9uL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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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贡献。作 为一代 宗师及我 国“文化大革命” 

后的首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汪 良能教授先后 

为军内外培养研究生、技术骨干及人才 100余人。在 

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一贯主张在学术上互通 

有无，积极学 习和借鉴其他 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努力提高我国的烧伤整形专业水平，为促进 国际间 

的学术交流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1985年，他应邀赴 

美讲学，先后在美国九大城市 20多所 医学院校作专 

题报告，获得高度赞扬。1987年 ，他应邀赴 日本，在 

12所院校进行学术交流，并于次年主持召开 了首届 

中日整形外科学术交流会。 

“提高专业技术水平，解除患者的痛苦”是汪良 

能教授终生为之奋斗的 目标。为了攻克医学上的难 

题，他刻苦钻研，奋力拼搏。早在上世纪 50年代创 

建烧伤整形科的同时，他即开始组建相应 的专科实 

验室，在其带领下，针对创面处理、皮肤移植 、皮肤保 

存、创(烧)伤早期整形修 复等问题开展 了广泛、系 

统的实验研究，共获国家及军队科学技术成果奖20 

余项。汪 良能教授一生慧笔勤耕 ，主(参 )编 了《烧 

伤治疗学》、《整形外科在烧伤畸形防治中的应用》、 

《整形外科学》等多部专著。其中主编的《整形外科 

学》一书，集 中了全 国名家的经验，也倾注 了他数载 

的心血，为烧伤整形专业 的发展 留下 了宝贵财 富。 

在临床实践 中，他擅长于烧伤畸形的防治，以整形外 

科的方法治疗烧伤瘢痕畸形，力求最大限度地恢复 

患者的功能与外貌。在他 的不懈努力及学术思想影 

响下，第 四军医大学西京 医院在深度烧伤治疗方面 

取得 了突出的成绩，后遗畸形的发 生率 由上世纪 60 

年代 的95．2％下降到现在的 15．5％ ，处于国内领先 

水平 ，使数以千计 的重症 烧伤 患者 获得 了“第二次 

生命”并重返社会。汪良能教授为国家及军队医疗 

卫生事业做 出了突 出贡献 ，他 曾2次荣立二等功、2 

次荣立三等功，多次受到总后勤部 、陕西省及第 四军 

医大学的表彰与奖励。 

四、胸怀坦荡，无私奉献 

汪良能教授一 生为人正直，光 明磊落。“文化 

大革命”期间，他 曾遭到迫害，受到不公平待遇。但 

胸怀坦荡的他怀着对祖 国的挚爱之情，原谅 了历史 

的过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汪 良能教授立即以 

新的姿态全身心投入到烧伤整形事业的发展之 中。 

由于积劳成疾 ，他身患痛风、高血压 、冠心病、脑血栓 

等多种疾病，却仍以惊人 的毅力为学科 的发展和人 

才培养夜 以继 日地工作。就在他辞世的前几天。还 

带病主持接待来访 的美国整形专家，从接待安排到 

学术交流 以及手术演示，他都亲 自参加，并积极地为 

青年人才培养搭桥铺路。他 以忘我的奋 斗精神，为 

祖国的医疗卫 生和 国防教育事业 无私地 奉献 了一 

切。 

汪 良能教授 虽 已辞世多年，但他 的精神犹存。 

他治学严谨，甘为人梯，精心培养 人才，无愧于一代 

宗师；他不断奋进 ，学术上成绩卓著，是我们效仿的 

楷模；他医术精湛，对工作认真负责，对患者满腔热 

情，深受患者的欢迎与爱戴；他 生活简朴 ，谦虚谨慎 ， 

平易近人，永远是我们 的良师益友。汪 良能教授 的 

高贵品德与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为祖 国烧伤整形 

事业的发展努力奋斗! 

(收稿 日期 ：2006—06—05) 

(本文编辑 ：罗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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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创刊在即诚征来稿 

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会刊《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将于2006年 l2月 10日正式面向国内外公 

开发行 (CN l1—5512／R、ISSN 1673—7l3X，逢双月 l0日出版 ，每期 8O页)。 

本刊 的办刊宗 旨是及时全面地反映我 国医药生物技术研发成果和行业动态 ，积极推进 医药生物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 发展。 

本刊将致力于快速传递世界医药生物技术前沿信息，大力推广先进医药生物技术，及时交流应用医药生物技术预防、诊断和 

治疗疾病 的经验 ，为推 动科技 自主创新服务 ，为加强科研人员 、企业 、政府之 间有效沟通 、促进行业 发展服务 ，为提 高全民健康 

水平服务 。 

本刊设定的主要栏 目有政策法规导读 、述评 、新闻 、论著 、企业 家论坛 、争鸣园地 、综述 、行业之声 、成才之路 、新技术与新产 

品 、科技 园区巡礼等 ，欢迎我国医药生物技术领域 的朋 友们 踊跃 投稿 ，积极参与这个新的信息交流平台的建设。 

本刊提倡 Email投稿 ，同时也接受文字打印稿。投稿具体要求请登 录中 国医药 生物技术协会 网站 (WWW．cmba．org．cn)或 

本刊网站(www．cbmp．net．en)查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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