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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你知道吗？
在17世纪前，剖腹产并不是为活人做的手术，而是胎死腹中后，帮助娩出死胎的⋯⋯    你相信吗？
尽管20世纪充满了惨烈的战争，但死于战争的人数只是死于天花人数的三分之一⋯⋯    生活在今天的
人，享受各种医疗保障和救治时，也许不会想到，这些医疗技术的进步是如何产生的。
本书根据《探索》、《英国医学杂志》等权威媒体评选资料，列举历史上最伟大的100个医学发现，每
一个都为人类健康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果你是普通读者    这是一本历史书。
阅读本书，将了解人类医学进步的轨迹，在享受生命健康时，对伟大医学家心怀景仰，更加热爱和珍
惜生命。
     如果你是医疗工作者     这是一本医学书。
阅读本书，可知晓自己所使用的器材和治疗方法的由来，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为大众提供更优
质的医疗服务。
     如果你是一名学子     这是一本科普书。
阅读本书，可获得人类历史进步的科学知识，用伟大医学家的精神激励自己，努力为未来创造更多的
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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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针灸/新石器时代现有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距今17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劳作、繁衍、生息。
原始社会环境险恶，随时都有可能遭受猛兽、虫蛇的危害；原始的劳动工具粗糙，会带来的意外伤害
；氏族部落之间械斗也经常发生，疾病外伤也不少见。
人类与自然作斗争，就要不断总结各种生存的经验。
针灸的发明最初是发端于一些偶然现象的发现。
原始人在劳动时，发现身体的某个部位偶然被一些尖硬的器物碰撞了，甚至被碰伤出血，但会意想不
到地减轻疼痛。
这个现象多次重复以后，人们就会有意识地用尖锐的石块刺激身体的某些部位，以减轻疼痛。
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逐渐掌握了磨制技术，已能制成一些较为精制的石器，即“砭石”。
今天人们使用的不锈钢银针，就是在古代砭石、石针、骨针、竹针等原始针具的基础上，历经铜针、
金针等不同阶段，不断发展更新而来的。
利用各种材质的针刺激人体不同穴位，以期缓解、治疗病疼，我们把这一疗法称作针刺。
有了火之后，原始人便烤火取暖、煮食和篝火防兽等，这个过程中会被迸出的火星烧灼烫伤皮肤，但
同时这种局部的烧灼可以减轻某些疾病的症状。
这种情形反复多次出现，就使人们受到启发，他们开始有意识地选用一些干枯的植物茎叶作为材料，
对局部进行温热刺激。
这一疗法，我们把它称作灸法。
针刺和灸法合称为针灸。
针灸是中医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
从古至今，针灸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治愈了各种疾病，也留下了许多神医治病的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虢国太子突患“尸厥”，生命垂危。
神医扁鹊应诏入宫，用针刺，并用艾条熏灼太子身体的经络穴位进行救治。
太子死而复生。
神医扁鹊妙手回春，留下针灸治病救人的传奇佳话。
三国时，神医华佗被曹操强令征召去许昌，专为朝廷官员治病。
曹操患“头风”久治不愈，华佗为其行针刺治疗，疼痛立止。
相传清朝顺治皇帝一次心口窝疼痛，请神医傅青主为其诊治，傅青主察其色观其形，诊脉后断他是郁
气凝结心肺，需要针灸治疗。
在针灸前傅青主很郑重地对皇帝说：“请我姓傅的给你针灸不难，只需皇姑今日陪我过上一夜。
”皇帝听罢，顿时火冒三丈，气得心肺炸开，大骂青主是不懂人之大伦的畜生!又说不许你姓傅的在我
朝居官。
这时青主暗暗自笑，眼捷手快，对准心窝穴位抖动银针刺入。
霎时，皇帝竟然疼痛解除。
然后青主说：“我说之淫言激起怒火，心肺炸开，此时针灸必生效也!此乃是权宜之计耳!”直到今天
，针灸仍然是我国中医治疗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且现在针灸术已被许多国家认可，并用此术来医治各
种疾病。
中医的针灸疗法曾一直被西方人视为“歪门邪道”。
但近几年来，已逐渐被西方人接受，视针灸为“歪门邪道”的德国人首先采用，继而针灸术遍及欧洲
，走向世界。
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列出了针灸能有效治疗的43种疾病。
草药/新石器时代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对疾病有所了解，并开始了有意识的治疗。
通过不断的尝试，发现有些植物可以使人体的病痛减轻，这就是最初的草药。
相传，神农尝百草，首创医药，神农被尊为“药皇”。
唐代，世界上最早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写的药物性著作《唐本草》出版，对后世药物学的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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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代，生药形性鉴别与药物生长环境、生态研究进一步发展，医学家制定了制剂规范，在用药上
已将重要的配伍禁忌具体地加以总结。
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综述了16世纪以前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和冶金学等多种学科
的知识，远传海外。
清代，医学家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大大丰富了中药学的内容。
草药有四气五味。
四气又称四性，是指药性的寒、热、温、凉。
五味指药物的辛、酸、甘、苦、咸。
草药的气、味不同，其疗效也各异。
在西药传人中国以前，人们主要应用草药治疗各种疾病，而在应用草药治病方面，尤以明代李时珍贡
献最大。
李时珍，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生于湖北一个世医家庭。
少年时代，常跟父亲和哥哥采集草药，或帮父亲抄写药方，听父亲讲解药物学知识。
当时科举盛行，他14岁中了秀才。
但他热爱医药事业，对八股文不感兴趣。
因此，考举人三次落榜后，放弃了科举入仕的道路，一心做医生。
《本草纲目》问世后，很快在中国流传起来，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而且被全部或部分译成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俄文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至今仍是一部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古代科学文献。
除了古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也使用草药治疗疾病。
佩达纽斯·迪奥斯科里季斯是古希腊一位医生和博物学家。
他搜集了当时所有的药用草本植物以及治疗方法，写出了一本名为《希腊药典》的书（共5卷）。
书中记载了600种草药，其中大约五分之一在今天仍然被认为有治疗作用。
迪奥斯科里季斯在草药研究方面的绝对权威地位保持达1500年之久。
他的《希腊药典》一书在1665年被译成英文等多种文字，今天仍然在印刷出版。
草药现在已被许多国家认可，因其较少毒副作用，而被用于治疗许多慢性病。
古代白内障治疗术/公元前75O年在婆罗门时代，印度人就开始对人体进行研究，而且在外科上已经有
很高的成就。
他们能够运用100余种外科手术器械，比较合理地处理骨折、脱臼、蛇咬伤等疾病。
他们将外科手术操作方法分为切除、牵引、抽吸、缝合、摘除、划痕等多种，能做截肢术、膀胱结石
摘除术、剖腹术、胎儿倒转术和眼科手术，并能运用药物进行麻醉。
可以看出，古印度的外科治疗术已经相当高超。
他们进行的眼科手术主要就是治疗白内障。
我们都应该听说过白内障，就是病人在患病后，他们眼睛的晶状体逐渐变得浑浊，以至于最终完全阻
挡了进入眼睛的光线。
白内障在老年人中是很常见的。
现代人做这种手术，主要是将晶状体切除，人就能重见光明，尽管要看清楚还需要借助眼镜。
即使在今天，成功地施行这种简单但却精细的手术并不简单。
想象一下，近3000年前的印度，苏斯塔第一个进行这种手术，引起了怎样的轰动！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苏斯塔是如何治疗白内障的。
他让患白内障的病人挺直坐好，手术开始时，他向病眼呵气，使眼睛温热，然后用大拇指揉搓，直到
看到瞳孔内的白内障。
接着，他让助手扶住病人的脑袋，病人目不转睛地盯住自己的鼻尖，他用一根金针从角膜的外侧边伸
进瞳孔，刺破内障，让水和黏液流出来，把内障推到眼底。
最后，他用油棉在创口上连敷7天。
油棉去掉后，病人就可以重见光明，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即使现代，也需要戴眼镜才能看清东西）
，但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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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苏斯塔所做的唯一的手术。
大约在公元前750年，他写了一本名叫《苏斯鲁塔·萨姆伊塔》的专著，是当时唯一涉及外科的专著。
在古代，印度的外科医生做的手术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多。
印度的医生经过了全面的训练，在他们被许可进行手术之前，必须熟记《苏斯鲁塔·萨姆伊塔》一书
。
他们通过在腌制的食品上做切口、切开填满软泥的皮袋以及烧灼一片片肉等方法来训练自己的手术技
能。
他们不用针缝合切口，而是利用大蚂蚁。
就是让蚂蚁咬住切口肌肉，一旦蚂蚁的钳子咬住肌肉，就将蚂蚁的身体切掉，直至伤口愈合。
他们的这些技艺，便是今天外科各分支的雏形。
人体解剖学/1543年16世纪前，医生们用的人体解剖资料大部分以动物研究为基础，缺乏可靠性，错误
百出，以致在1500多年漫长的时间内，人们对很多疾病无法确定病因，也就无法救治，因而错过最佳
治疗时间，导致病人死亡。
在这漫长的1500多年中，人们一直将希腊早期盖仑的论著奉为经典，从未想过通过解剖人体来真正了
解人体的内部构造。
16世纪，比利时的一个医生安德烈·维萨里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安德烈·维萨里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个医学世都是宫廷御医，家中收藏了大量有关医学方面的书
籍。
维萨里幼年时期就喜欢读这些书，从这些书中他受到许多启发，并立下了当一个医生的志向。
维萨里在青年时代求学于法国巴黎大学。
当时，处在欧洲文艺复兴的高潮时期的巴黎大学的医学教育十分落后，盖仑的著作仍被奉为经典，宗
教思想依旧统治着医学界。
年轻的维萨里对这种现象极为不满。
由于他勤奋好学，在自学过程中掌握了一定的解剖学知识，也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曾一
针见血地指出盖仑解剖学中的错误和教学过程中的弊病，并决心改变这种现象，纠正盖仑解剖学中的
错误观点。
于是，他就挺身而出，亲自动手做解剖实验。
他的行动，得到了同学们的赞扬和支持。
他们经常用解剖过程中的事实材料纠正盖仑的错误。
维萨里的这种唯物主义的治学方法和解剖学的成就，触犯了旧的传统观念，冲击了校方的陈规戒律，
引起了守旧派的仇恨和攻击。
学校当局不但不批准他考取学位，而且还将他开除了学籍，维萨里被迫离开了巴黎。
后来，他在威尼斯共和国帕都瓦大学任教，并于1537年12月6日获得博士学位。
在任教期间，维萨里继续利用讲课的机会进行尸体解剖，并进行动物活体解剖教学，吸引了大批的学
生。
在那里，他充分利用学校的有利条件，继续进行解剖学研究。
业余时间，维萨里开始写作计划已久的一部人体解剖学专著。
经过5年的努力，1543年，年仅28岁的维萨里终于完成了按骨骼、肌腱、神经等几大系统描述的巨著《
人体的结构》。
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维萨里冲破了以盖仑为代表的IH权威们臆测的解剖学理论，以大量、丰富的解
剖实践资料，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精确的描述。
他在书中写道：解剖学应该研究活的、而不是死的结构。
人体的所有器官、骨骼、肌肉、血管和神经都是密切相互联系的，每一部分都是有活力的组织单位。
这部著作的出版，纠正了盖仑学派主观臆测的种种错误，从而使解剖学步入了正轨。
可以说，《人体的结构》一书是科学的解剖学建立的重要标志。
这本著作在以后的300年时间里成为解剖学界的权威之作。
早期止血法/1545年在中世纪以前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外科手术与其说是一种治疗手段，倒不如说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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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杀人的手段，也没有什么过分——没什么麻醉手段，病人被几个大汉按在床上，旁边还站着一个
大汉，举着一个缠上厚布的大拳头，随时准备再次把病人打昏（手术前或是把病人用烈酒灌得烂醉，
或是先给病人放血放到病人昏迷）；旁边站上一大群唱诗班的人高声大唱赞美诗请求上帝让病人逃过
死神。
而执行手术的外科医师一般对人体解剖知识所知甚少，即使知道，很多也是有错误的，一般也做不了
什么大手术，做得最多的就是截肢手术。
而对于战场上的枪伤，一般被认为“正当”的处理方法是用烧灼的烙铁烫及伤口，然后用混有蜂蜜的
烧沸的油膏淋到伤口上，病人如果能逃过这几关，接下来还要面对最致命的术后感染，当时术后伤口
的化脓感染被称为“令人欢欣鼓舞的愈合臭”!手术后病人死于术后感染是司空见惯的事。
以上是对以前手术的最好总结!改变人类外科手术野蛮状态的是理发师出身的法国军医帕雷。
帕雷文化水平不高，一开始在巴黎的理发店当学徒，由于理发师的身份使他有机会兼职当外科医生（
当时没有专职的外科医生，是由理发师兼任），后来专职军队中的外科医生。
于是就是这位穿短服的理发师出身的外科医生拯救了受人轻视、没有社会地位的外科医生职业。
当时军队中野蛮的用烙铁和烧沸的油膏对付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违反了这
种处理方法被认为是失职而要负责任的。
而恰巧有一次帕雷手中的油膏用光了（人类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变革都来源于上帝偶尔开的一个小玩笑
），帕雷难为“无米之炊”，于是只得找了一些鸡蛋、玫瑰花油和松节油混合起来涂在病人的伤口上
。
这种“失职”行为让帕雷担惊受怕了整个夜晚，深怕自己没有按“正规”的处理方法而让这些伤员死
去。
于是第二天他就像做了贼似的跑去看病人，结果大出意外，他的这些“违规”的处理方法的效果远比
“正当”的处理方法好得多。
于是又是一场小意外改变了外科手术的野蛮做法。
帕雷的做法最终使得荒唐的热油烧灼法被废止。
这种由蛋黄、玫瑰油以及松节油制成的混合物，称为敷料。
后来帕雷还改进了用热油烧灼伤口来止血的办法，采用丝线包扎的办法同样可以达到止血的目的，而
且远比烧灼法痛苦为小。
帕雷不仅采用了许多新方法，避免了士兵在战场上因流血过多而死亡，而且也第一个发明了很基础的
假肢和假牙。
1545年，帕雷发表的《外伤治疗学》一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很快成为所有欧洲军队的医疗手册
。
尽管如今在手术中有时还用烧灼的方法来止血，但帕雷的止血法仍然在使用。
避孕套/155O年1492年，哥伦布在把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喜讯带回国的同时，也把一种传染病毒带了回来
。
但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仅一年的时间，就传遍法国、德国和瑞士，紧接着横扫了整个欧洲。
10年后，这种病毒几乎传遍了整个世界。
这种病毒被称作梅毒。
对此，人们开始寻找传播途径，发现梅毒主要是通过男女性交来传播的，所以也被称作性病。
那么如何安全的性交呢？
便有人想到如果制作一个套子，套住阴茎，这样便不会使体液互相接触，也就避免了传染。
于是，人们便考虑用什么来做这个套子呢？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加布里瓦·法卢拜于1550年发明了～种用亚麻布套制成的套子。
因其是用来预防传染病的，所以被称作安全套。
1551—1562年间，他曾对1100名各种类型使用这种安全套的人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满意。
后来，人们发现这种安全套除可避免传染病外，还可以防止受孕，于是又将此种安全套称作避孕套。
早期的避孕套，大多是用亚麻布或羊肠制作的。
进入19世纪后，避孕套有了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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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古德伊尔和汉考克发明了革命性的橡胶硫化法，他们将生橡胶与硫磺加热处理，这样一来原
本坚硬的橡胶变成一种坚固而有弹性的材料。
由于橡胶价格低廉又可以进行大量生产，于是橡胶安全套开始取代羊肠充当制作材料，经过使用，其
品质更加可靠，更加结实，纵然是强健的体魄也休想将它戳穿。
到了19世纪后期，科技进步使安全套的生产工艺不断改进，乳胶安全套开始流行。
第一个乳胶安全套是荷兰物理学家阿莱特·雅各布博士在1883年发明的，由于采用了又薄又软的乳胶
，安全套使用起来变得大为轻松、舒适，那些对橡胶不适的人，无不放弃修炼品性，尽情地加入人生
的莫大愉快之中。
到了1930年初，安全套的制造技术再次革新，液态乳胶取代了传统的橡胶片，直到今天这仍是安全套
的基础原料。
20世纪90年代，安全套的材料有了最新发展，以单一聚亚胺酯为原料的安全套生产出来了。
单一聚亚胺酯的韧性是乳胶的两倍，可制成更薄、更坚韧的安全套。
胚胎学/1604年早在17世纪以前，人们就知道人是怎样受孕的，但对从受孕到出生之间的变化所知甚少
。
因为，当时解剖学还没有发展成熟，所以人们都只是根据盖仑的思想在想象。
婴儿出生前被称作胚胎，要研究出生前的变化，也就是研究胚胎的变化。
科学界将研究动物个体发育过程中形态结构的变化，叙述怎样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胚胎，从而了解各
种动物发育的特点和规律的生物学分支学科称作胚胎学。
16世纪末，意大利科学家法布里丘斯在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帕多瓦医学院教授解剖学。
其间，他做了大量解剖实验。
在解剖过程中，法布里丘斯对胎儿在发育过程中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兴趣。
于是，他便开始研究各种动物的胚胎是如何发育成胎儿的。
通过大量观察、研究，他于1598年发表了关于鸡胚和人胚的发育过程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
动。
他没有满足于此，继续研究其他动物，于1604年出版了《胎儿的形成》一书，书中描述了不同动物的
胎儿在发育晚期阶段的变化。
我们知道，胚胎是非常小的，用肉眼根本无法看清，在显微镜发明前，能够对这一过程有所了解，是
相当了不起的。
虽然，他没有给出更细致的描述，但他的这一发现，却为胚胎学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使后继
科学家能够借助先进的仪器，在这一领域有更新的发现及更准确的论述。
19世纪，俄国胚胎学家贝尔精密地观察了鱼、两栖类、哺乳类的胚胎，并且做了正确的概括。
他研究了各类动物的早期发育，肯定了法布里丘斯关于婴儿在胚胎阶段即已有心脏的说法，并根据观
察到的事实提出了贝尔法则：各种脊椎动物的早期胚胎都很相似，随着发育的进展才逐渐出现不同种
类所独有的特征。
胚胎学在19世纪蓬勃发展的内因是众多门类动物，变化多端的胚胎发育历程吸引着人们去探索；外因
是进化论问世后，促使人们从研究各类动物的胚胎发育中寻找进化学说的证据。
到了19世纪末，科学界对所有常见类群的胚胎发育都作了详尽的叙述。
这些丰富的成果，使人们对整个动物界的胚胎发育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对其他有关学科的发展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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