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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E_89_E5_A5_87_E4_c22_607299.htm 李玉奇，1917年生于

辽北银州城。辽宁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医六十

余载，工精内、妇、儿科三科，精研脾胃病三十余载。是国

家人事部、卫生部遴选全国首批五百名老中医之一，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首批获得者），被中华中医药学会聘为

终身理事。曾任辽宁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辽宁中医药大学

副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辽宁省肿瘤医院常务副院长、辽宁

省中医学会会长、辽宁省药品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

省老年科技工作者联合会副会长、沈阳药科大学中药系兼职

教授。获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国家

卫生部先进卫生工作者称号等。著有《中医验方》、《萎缩

性胃炎以痈论治与研究》、《脾胃病与胃癌癌前期病变研究

》、《医门心镜》等专著。 医林天骄、神誉遐迩的李玉奇先

生，生于1917年，祖籍辽北银州城（现辽宁省铁岭市）。幼

时家道中落，少年有志，发愤读书，乡试名列榜首。当时许

多穷苦百姓身染沉疴痼疾，倍受折磨，他甚为同情，为解苍

黎之苦，不择仕途，发恨学医济世，遂拜著名老中医明星垣

先生门下，从师七载，同时加入铁岭医士讲习会。他勤奋好

学，彻夜握卷长读，窗外寒星冷月，窗内孤灯如豆。先师慧

眼识才，很快举为铁岭医学研究会助教兼学术秘书。他求知

若渴，又拜前清秀才赵炳如先生学习古典文学，熟读经史子

集。复拜银州著名书法大家陈秉初老先生舞毫习墨，打下深

厚书法功底。后又从师丁乙青、姜弼臣两位先贤，攻读医学



经典，采拮临床秘验。学成后于二十四岁开始悬壶济世。行

医期间，恪守师传医风，以济世活人为宗旨，深得病家信赖

与敬仰。他深知学海无涯，医术无边，虽已有成，仍孜孜不

倦，独得医经真谛，博采古今之长，每临证投药，时奏奇效

，顿时声名大噪，誉满银州。在四十年代初期就被推任为辽

源市中西医师研究会会长。 新中国成立后，李玉奇先生正是

大展宏图的而立之年，怀着报效祖国人民的炽热情怀，积极

献身于为之奋斗的中医事业。他先后担任了辽源市立医院医

务部主任、副院长，辽东省中医进修学校讲师、主任等职。

五十年代初被辽东省卫生厅举送进京学习深造，品学兼优，

毕业后即调任辽东省卫生厅负责全省中医工作、辽东辽西两

省合并后，长期主管辽宁中医工作。六十年代任辽宁省卫生

厅第一任中医处处长。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曾任省政协委

员，省肿瘤医院第一任副院长，辽宁中医学院副院长，辽宁

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现任省中医学会会长，省中医研究

院名誉院长，省中医学院顾问，省中医药高级技术职务评审

委员会主任委员，省药品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药组组

长，省干部保健会诊专家委员会委员，沈阳药学院中药系兼

职教授，北京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顾问等职。 李玉奇先生是在

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均有高深造诣的著名专家。他从医

五十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对诸多学科领域都有

较深的涉猎。他功擅内科，尤精胃疾。从六十年代后期，就

开始对严重危害人们健康的脾胃系统疾病，特别是慢性萎缩

性胃炎进行潜心研究。他根据《黄帝内经》、《圣济总录》

中的有关论述，结合现代医学检测手段，经过多年探索，在

国内首先提出“以痈论治”的学术论点，打破历代医家多以



“胃脘痛”、“胃痞”辨证施治的模式，并对本病发生发展

的病因学分类和病势演变分期提出新的见解，总结出一整套

新的辩证施治体系，取得了临床总有效率93.14%的突破性成

果。在萎缩逆转为浅表和阻截癌变的研究上积累了大量有重

要学术价值的资料，动摇了萎缩性胃炎不可逆转的学说，为

中西医界所瞩目。这一科研课题受到国家卫生部的高度重视

，连续三年着标，资助研究经费。阶段性成果已获省市科技

进步奖，经中西专家鉴定，达到国家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

在对待中医学术上，他既反对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也

不赞同固步自封和墨守成规。他大声疾呼继承和发扬两者不

可偏废，倡导应用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并身先士卒，

大胆实践，探索创新。他还提出冠心病从虚论治、肾炎从实

论治、习惯性流产从气论治不从血治等学术观点，形成有自

己特色的辩证施治体系，组方用药不同常法，临床上屡屡奏

效。为将自己的宝贵经验传于后人，着意著书立说，如《中

医验方》、《冠心病临床刍议》、《荨麻疹治则探究》、《

小品话温病》、《望诊的宏观作用》、《脑中风论治》、《

胃脘痛的临床研究》、《黄疸病从证锁谈》、《肾炎临床辩

证施治一求》等，倍受读者珍爱。 李玉奇先生是中医教育和

医院管理方面的专家。他长期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忠实执行

党的中医政策，为我省中医事业发展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开

创性工作。他特别重视中医人才的培养提高，早在五十年代

初，就主办了辽东省中医进修班，并兼任班主任和讲师。辽

东辽西并省后，在卫生厅张铁厅长支持下，亲手创办了辽宁

省中医进修学校，还在辽南、辽西、辽北等地设立分校。他

聘请省内许多著名中医专家任教，亲自组织编写教学计划、



教学大纲和各科教材，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教学质

量的提高。为加快辽宁中医事业的发展，在培养人才的同时

，他组织力量对全省中医现状进行全面普查，在此基础上制

定了宏伟的发展规划，受到省有关领导的重视。正当他为中

医事业崛起而不遗余力工作之时，卫生界中某些人散布民族

虚无主义的观点，掀起否定中医的浪潮。面对歧视中医的种

种谬论，他力排从议，一柱擎天，并在《健康报》上发表署

名批判文章，仗义执言。此后他更加忘我的工作，针对当时

中医诊所分散混乱的局面，制定了中医诊所管理办法，组织

中医走联合诊所和联合办院的道路，主张在西医综合医院建

中医科，从而中医逐步有了自己的阵地。根据事业需要，他

大胆提出创建省中医院，并提出具体组建方案，这一建议得

到了省政府和卫生厅领导的重视和采纳。他日夜辛劳，积极

组织实施，走遍全省各地，访贤选能，共选聘了72名中医药

专家，组成强大阵容，1955年省中医院正式挂牌开诊。开诊

的第一天，人民群众欢腾雀跃，就诊患者络绎不绝，充分体

现了中医的强大生命力和人民群众对它的信赖。面对此情此

景，他欣喜若狂，感慨万千。1958年，省政府指示省卫生厅

决定在省中医进修学校和省中医院的基础上成立省中医学院

，他领衔受命，首当其冲，以卓越的胆识和才干，经过千辛

万苦，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宏伟而艰巨的事业。 人生总会有坎

坷和磨难。“文革”初期，他深受其害，曾被迫下乡劳动

。1972年回沈后被派到辽宁中医学院工作，但在“四人邦”

横行的岁月里，他精神压抑，满腹才智不得发挥，后来到省

委机关卫生所默默地当保健医生。他甘苦无愁，宠辱不惊，

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尊严面对一切冷遇。直到粉碎“四人邦”



后，他又一次获得新生，1978年奉命新建省肿瘤医院，首任

第一任副院长。他虽是花甲之年，但雄风不减，领导全院基

建工程日夜奋战。正当门诊和病房大楼拔地而起时，中国医

大原领导突然提出“收复二院”，因为肿瘤医院是在原医大

二院搬迁后旧址上新建，所谓收复二院，就是要收回下厂建

的肿瘤医院，当时医在派学生强行进驻，扩音喇叭整天叫喊

，并张贴收复失地的布告和有计划地泊出权威人士到处游说

，一时闹得基建工程不得不暂停下来。对此省好生厅一筹莫

展，已经作了让徐州的后尘准备。在决定肿瘤医院存亡的关

键时刻，他挺身而出，进京面见卫生部江一真部长，据理力

争，又在省委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慷慨陈词，舌战群懦，

打赢了这场官司，幸存下来的省肿瘤医院才有今天。八十年

代初，他调任为省中医院院长，收拾十年洗劫后留下的破烂

摊子。他卧薪尝胆，带领全院职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经

过四年奋起，使中医院得以中兴。1984年被评为省文明单位

，1985年在全国省级中医院检查评比中一举夺魁，受到卫生

部嘉奖。在这期间，他带领全院职工主要做了十件大事：一

是端正了中医院的办院方向，坚持突出中医特色；二是培养

出一批学术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形成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

；三是大兴学术研究之风，建立技术人员考核制度，大大推

进了学术水平和医疗质量的提高；国是从抓医疗质量提高入

手，招来患者信赖，藉以扩大收入积累，用此底数引进现代

化的医疗仪器设备，用先进技术手段加强医疗、教学、科研

工作；五是继承抢救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安排高徒拜名师；

六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了医院科学管理；七是大

抓思想政治工作和医德教育，树立了良好的医疗作风；八是



兴建了九千五百平米的优质职工宿舍，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

的职工住宅问题；九是新建了一万多平方米的病房大楼，扩

大出口了办院规模，改善了办院条件；十是培养了一批管理

人才。他为中医院的发展建设熬尽了心血，问心无愧。这时

他功名两全，年事已高，有人劝他激流勇退，隐居庐中，享

受天伦之乐。但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1988年，卫生厅为

了加强中医研究院领导力量，请他担任名誉院长，他虽然感

到这付担子不轻，还是一口应承，慨然出山。中医学院和中

医研究院犹如两个新兄弟，那个上不去，他都会心里不安。

到中医研究院后，他鼎力扶持新的领导班子，大刀阔斧地开

展工作，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改变了研究院的面貌，使其走

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他为中医事业又立了新功。 李玉奇先

生一生创业，多树丰碑。他除亲手创建省中医学院、中医院

、中医学院、肿瘤医院和大量职工住宅外，在退居二线之后

，又毅然承担起新建中医院病房大楼的艰巨任务。中医学院

成立之后虽然有很大发展，但临床教学一直是个薄弱环节，

仅有400张床位的附属医院病房已是超负荷运转，远远不能满

足医教研的需要。新建病房大楼，改善办院条件是他晚年的

心愿，如果这个夙愿不能实现，他会遗憾终生的。怎奈国家

财政困难，多年没能使他称心如愿。机会终于来了，1986年

国家拨专款支持各地发展中医事业，他抓住这个时机多次找

卫生部过去的领导，披肝明志，深切感人，终于得到大力支

持。在他的各级争取下，省里资金也很快落实了，而且被列

为省重点基建项目。但建楼谈何容易，在寸土如金的沈阳找

一块地皮也并非容易事，不知要花多少心血，跑多少路，后

来在省市领导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得到了号称沈阳



龙眼珍珠地的理想楼址。又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一流水平的

设计，当年破土动工。在建筑施工过程中，为解决三大材，

他四处奔走，八方求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百折不

挠的艰苦努力，他带领基建全班人马闯过一道道难关，使工

程得以顺利进展。为确保工程质量，他重托两位老伙伴昼夜

坚持在工地上督战和他亲自查验，使得工程保质保量，不得

有半点马虎，他的整个心思都在这个大楼上，难怪老伴说他

把家都忘了。经过三年多的奋斗，他如愿以偿，气势磅礴的

大楼迎面而立，楼体正面刻着他亲手书写的“辽宁中医学院

附属学院”苍劲辉煌的烫金大字，他脸上第一次绽开了笑容

。这是他的心血呀！ 李玉奇先生高风亮节，德高望重。早年

行医时，他的高尚医德就为世人所称颂。行医看病不分贫富

，不计官民，遇有穷苦病人不但分文不收，有时还解囊相助

。退居二线后，先后有16家医院以高薪相聘，有的恳请他带

徒，每月500元酬金；有的请他每天出诊一小时，月资350元

；还有的只要求答应挂他的名牌，给高额报酬，但这些都被

他一一谢绝。他说：“我若想挣钱，每月可得五千元，但我

是共产党员，不是拜金主义者”。有人做过这们的不完全的

统计，仅近年来他拒收患者钱物百余次，折人民币三万余元

。1987年，他研制的胃福冲济获专利转让费三万元，除了按

章纳税外，绝大部分分给胃炎级的人员了，而他自己仅留下

二千元，还不够他研制过程中的消耗。就连每次出诊所得的

专家挂号费，仅留一半，余数都分给为他抄方分诊的医生护

士们。在前一个时期市井拜金成风、物欲横流的风气下，他

清贫守志，视金钱为粪土，看功名如云烟。他实在奉献太多

，所得太少。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富翁，十几年来，多次被



省授予卫生先进工作者称号，1986年国家卫生部授予文明工

作者，1988年被市卫生局命名为医德高尚医务工作者，获省

卫生厅医德高尚奖。省市报刊、电台多次报导过他的事迹。 

李玉奇先生志远豁达，通古博今，他酷爱文学，又精通书法

。谈吐随风生珠玉，词赋掷地作金声。他清正不阿，一身硬

骨。他识才爱才，鄙弃平庸。他虽年过古稀，又丧偶伤神，

但仍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宝刀不老。他还在为中医事业奔

走呼吁，为全省中医工作出谋划策。他功高德重，深受中医

界的敬仰和爱戴。 以上所述仅仅是对李老这些年来在中医工

作中所作贡献的一个缩影，尤其是在中医院工作期间所付出

的代价非支言片语所能形容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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