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顼志敏  男  1956 年 7 月 12 日生 

教育背景： 

1978 年 10 月——1983 年 7 月  山西医学院医疗系  学士 

1987 年 8 月——1990 年 7 月   山东医科大学附院心内科  硕士 

1990 年 8 月——1993 年 7 月   中国医科院阜外医院冠心病研究室  博士 

 

临床经历： 

1994 年--2004年 3月曾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 

主任医师、教授、硕士导师 

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 副所长 

北京朝阳医院内科 副主任 

  中华心血管病分会 中青年委员（1999—2003）                    

2004 年 4 月-----现在        中国医学科学院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心内科  临床药理中心  

卫生部心血管药物临床研究重点实验室 

主任医师  教授  学术带头人   

                          中国药理学会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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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委员会  委员  

                          中国高血压联盟  常委  

                          中华化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  委员                           

北京高血压防治学会  常务理事 

联系地址  100037 北京阜城门外北礼士 167 号  中国医学科学院  阜外心血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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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与学术 
主要从事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及临床药理研究和心血管内科临床医疗。 

1991年以来至今, 发表论文共167篇, 其中: 第一作者79篇, 第二作者63篇, 第

三作者 25 篇。 

参加《心脏——从基础到临床》等专著编写 7 部，主编《血脂异常的治疗》（人

民卫生出版社 2002 年 2 月出版）。 

现为中国临床医生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刊、、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基础医学

与临床、中国医药导刊、中华全科医师杂志、解放军医学保健杂志、中华老年心脑

血管病杂志以及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编委。中国循环、中华预防医学杂志、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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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杂志等杂志的特约审稿人。 

热心参加一些社区医疗与报刊和电台等举办的健康教育及促进活动。先后在健

康报、医学论坛报、药物与人、健康时报及中华医学信息导报等发表医学进展或科

普论文 60余篇。 

近 5 年参加国际会议及培训情况： 

1997 年 9月-98年 1月   卫生部西安医科大学英语培训中心培训英语 

1998 年 EPT成绩合格（110分） 

1998 年 8.22-27         20届欧洲心脏病大会（维也纳） 

1999 年 5.26-29         第 71届欧洲动脉硬化大会（雅典） 

1999 年 6月             亚太地区老年会议（汉城） 

2001 年 11.11-14        美国心脏病学会 74届大会（洛杉矶） 

2003 年 11.21-27        国际介入会议（悉尼） 

2005 年 9.3-7           2005欧洲心脏病大会（斯德哥尔摩） 

以及先后在菲律宾、泰国、香港及新加坡等地多次参加学术会议。 

 

奖项 
(1) 1996 年 6 月获北京市卫生局科技成果二等奖: 冠心病患者脂蛋白(a)、血脂 

及纤溶指标变化研究。 

(2) 1998年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急性心肌梗塞溶栓治疗临床系列研究 

及其全国推广应用。 

 

论文发表情况: 
第一作者： 
1. 顼志敏, 陈在嘉, 等. 冠心病患者血清脂蛋白(a)浓度变化.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1994, 22(3): 

195-197 

2. 顼志敏, 陈在嘉, 等. 脂蛋白(a)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关系.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1994, 

22(4):257-258 

3. 顼志敏, 潘景韬, 等. 风湿性二尖瓣狭窄患者心钠素与血液动力学关系研究. 中国循环杂志, 

1992, 7(3): 247-250 

4. 顼志敏, 陈在嘉, 等. 急性心肌梗塞溶栓治疗与血清脂蛋白(a)变化. 中国循环杂志, 1994, 

9(1): 2-6 

5. 顼志敏, 陈在嘉, 等. 三种脂质调节对脂蛋白(a)变化. 中国循环杂志, 1994, 9(8): 478-479 

6. 顼志敏. 脂蛋白(a) 与冠心病. 中国循环杂志, 1994, 9(11): 641-642 

7. 顼志敏, 崔亮, 等. 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治疗血清肌钙蛋白 T 动态变化. 中国循环杂志, 1996, 

11(5): 259-262 

8. 顼志敏, 陈在嘉. 脂蛋白(a)[LP(a)]与冠心病关系的临床进展. 现代诊断与治疗, 1992, 3(3): 

217-220 

9. 顼志敏, 潘景韬. 心功能不全诊治中的临床思维. 医学与哲学, 1991, 2: 46-47 

10. 顼志敏, 刘淼冰. 心脏节律系统中的复杂性哲学思考. 医学与哲学, 1991, 7: 17-19 

11. 顼志敏. 早发性冠心病脂蛋白胆固醇, APO A-I 和 B 及脂蛋白(a)的异常变化. 国外医学心血

管疾病分册, 1992, 19(6): 341-342 

12. 顼志敏, 陈保生. 脂蛋白(a)免疫学测定与结果分析. 国外医学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学分册, 

1994, 15(4): 176-178 

13. 顼志敏, 陈在嘉, 等. LP(a)测定质量控制, 标本储存及其正常参考值. 基础医学与临床, 



1995, 15(2): 120-123 

14. 顼志敏, 胡大一. 冠心病病理进展及其临床预后. 实用心血管病杂志, 1996, 1(20: 64-65, 93 

15. 顼志敏, 叶平, 等. 全国血脂异常诊断和治疗专题学术研讨会纪要 .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1997, 25(3): 165-168 

16. 顼志敏, 胡大一. 肌钙蛋白对心肌损伤的诊断进展. 实用心血管病杂志, 1997, 2(3): 121-123 

17. 顼志敏, 胡大一, 等. 稳定性心绞痛的 PTCA 临床试验. 心血管病学进展, 1997, 18(3): 

129-131 

18. 顼志敏, 胡大一, 等. PTCA 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 国外医学内科分册, 1997, 24(3): 104-106, 

110 

19. 顼志敏, 林向敏, 等. 缩短急性心肌梗塞患者来院到溶栓间期的探讨.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1998, 26(4): 292 

20. 顼志敏, 王雷, 等. 急性心肌梗塞溶栓功能与心脏舒张功能关系. 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

杂志, 1997, 2(1): 41-42 

21. 顼志敏, 胡大一, 等. 血清肌红蛋白浓度对急性心肌梗塞溶栓疗效的判定价值探讨. 实用心

血管病杂志, 1997, 2(3): 127-128, 131 

22. 顼志敏, 王红, 等. 经皮腔内冠状动脉成形术前后血清肌钙蛋白 T 变化. 中国介入心脏病学

杂志, 1997, 5(2): 55-57 

23. 顼志敏, 胡大一, 等. 血清肌钙蛋白 T 对急性心肌梗塞溶栓疗效的判定价值. 中国动脉硬化

杂志, 1996, 4(3): 208-211 

24. 顼志敏, 陈牧雷, 等. 女性急性心肌梗塞患者溶栓疗效观察. 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 1998, 

6(3): 121-123 

25. 顼志敏, 胡大一. 比索洛尔治疗慢性心力衰竭能减少死亡率. 中国医刊, 1998, 33(11): 36 

26. 顼志敏, 吴永全, 等. 21 世纪心律失常治疗面临的挑战与展望. 中级医刊, 1998, 33(11): 36 

27. 顼志敏, 林向敏, 等. 急性心肌梗塞加快溶栓探讨. 全科医学杂志, 1998, 3(1): 23-25 

28. 顼志敏, 王雷, 等. 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治疗后心脏收缩功能的改善. 心功能杂志, 1998, 

10(1): 15-16 

29. 顼志敏, 胡大一. 高血压病的最佳治疗选择(HOT)试验. 中国医药情报, 1999, 5(1): 1-2 

30. 顼志敏, 胡大一, 等. 心脏型肌钙蛋白对心肌损伤的临床价值 . 北京医学, 1999, 21(3): 

161-162 

31. 顼志敏, 胡大一. β受体阻滞剂能显著降低慢性心力衰竭死亡率——CIBISII 试验研讨会纪

要. 中国医刊, 1999, 34(5): 18-19 

32. 顼志敏, 胡大一. 如何规范诊治高血压——全科医生规范诊治研讨会纪要. 中国医刊, 
1999, 34(5): 15-17 

33. 顼志敏, 胡大一. 急性心肌梗死治疗指南要点. 中国医药导刊, 1999, 1(2): 25-27 

34. 顼志敏. β1 受体阻滞剂能明显降低心衰死亡率——CIBISII 试验研讨会纪要(续篇). 中国远

程医学, 1999, 2: 5-7 

35. 顼志敏. 普鲁卡因酰胺在抗快速心律失常中的应用原则及经验.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1999, 

19(9): 521-522 

36. 顼志敏, 胡大一. 高血压最新诊断标准, 临床评估, 如何正确测量血压. 中国临床医生, 
1999, 27(7): 20-21 

37. 顼志敏, 胡大一. 血压正常高限临床意义, 高血压危害, 降压益处, 高血压与冠心病. 中国

临床医生, 1999, 27(8): 23-24 

38. 顼志敏, 胡大一. 高血压和左室肥厚, 脑卒中, 肾脏保护及糖尿病. 中国临床医生, 1999, 

27(9): 22-23 

39. 顼志敏, 胡大一. 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高血压防治原则与医学模式转变, 防治程序, 非药物

治疗, 合理用药. 中国临床医生, 1999, 27(10): 29-31 

40. 顼志敏, 胡大一. 降血压同时控制其他危险因素, 顽固性高血压处理, 特殊人群及高血压急

症. 中国临床医生, 1999, 27(11): 22-23 



41. 顼志敏, 胡大一. 高血压诊治自测题及其答案. 中国临床医生, 1999, 27(12): 23-24, 51 

42. 顼志敏, 胡大一. 老年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全科医学杂志, 2000, 5(2):116-118 

43. 顼志敏, 胡大一. SECURE 试验简介. 中国医药导刊, 2000, 2(2): 9 

44. 顼志敏, 胡大一. 调脂治疗新进展专家研讨会纪要. 中国医刊, 2000, 35(9): 39-41 

45. 顼志敏. 心血管病诊疗规范问答. 中国医刊, 2000, 35(12): 51-52 

46. 顼志敏, 胡大一. 北欧地尔硫卓研究(NORDIL)及其临床意义.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00, 

28(6): 480-481 

47. 顼志敏. 心血管病诊疗规范复习题及参考答案. 中国医刊, 2001, 36(3): 59． 

48. 顼志敏, 赵文淑, 王桂芝, 等. 不同剂量辛伐他汀调脂治疗冠心病的疗效及安全性研究. 中

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 2001, 3(4): 234-236 

49. 顼志敏, 胡大一. 低分子量肝素钙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和非 Q 波心肌梗死疗效和安全性观

察. 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 2001, 9(2): 99-100 

50. 顼志敏.互动式教学有助于提高医学进展的时效 全科医学杂志, 2001, 6(2): 112-113 

51. 顼志敏 , 王贵芝 , 魏妤 , 等 . 办好生命网加强冠心病二级预防 . 全科医学杂志 , 

2001,6(3):152-152 

52. 顼志敏,慢性心力衰竭治疗新模式及其要点. 中国循环杂志,2001, 16(4):310-311 

53. 顼志敏.高血压急症的诊治 中国医刊,2002,37(10):8--10  

54. 顼志敏. .高血压治疗模式演变及其几个临床实用问题. 中国医刊,2002,37(10):19--21 

55. 顼志敏. 急性心肌梗死治疗要点(1). 中国临床医生,2002,30(6):22--23 

56. 顼志敏. 急性心肌梗死治疗要点(2). 中国临床医生,2002,30(7):22--24 

57. 顼志敏. 急性心肌梗死治疗要点(3). 中国临床医生,2002,30(8):23--24 

58．顼志敏.逆转心脑血管疾病上升趋势重在预防的模式创新（述评）.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03,37(2):77-78 

59．顼志敏.冠心病诊治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中国循环杂志，2003，18（5）：391-392 

60．顼志敏.做好生命网，探索冠心病防治新模式.中国医药导刊，2004，6（1）：71-72 

61. 顼志敏.从代谢综合征到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需搭建全面防控的桥梁（述评）. 中国

循环杂志，2004，19（3）：163-165 

62. 顼志敏, 李一石. 心血管临床用药的常见误区分析. 中国医刊，2004，39（12）：43-45 
63. 顼志敏, 李一石. 调脂治疗新进展要点. 中国处方药，2005，34（1）：27-30 

64. 顼志敏, 洪衡, 胡大一. 地尔硫卓协作组. 静脉注射地尔硫卓治疗不稳定性心绞痛多中心随

机对照试验.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05, 33(3): .238-242 

65．顼志敏. “临床药物合理用药论坛”讨论与问答（1）——问题. 中国医刊，2005，40（10）：
54-55 

66．顼志敏. “临床药物合理用药论坛”讨论与问答（1）——参考答案. 中国医刊，2005，40

（11）：51-52 

67. 顼志敏.规范治疗高血压首先应该完善个性化用药新模式. 中国循环杂志，2005，20（5）：

394 

68．顼志敏，樊朝美，李一石, 等. 国产坎地沙坦酯对原发性高血压治疗 6 个月的有效及安全性

观察. 中国医刊，2005，40（11）：31-32 

69. 顼志敏. 关于循证医学与血脂标准的思考. 中国处方药，2005，40（7）：41-42 

70．顼志敏，樊朝美，李一石, 等. 国产坎地沙坦酯治疗高血压的短期有效性及安全性的随机对

照临床试验. 中华医学杂志，2005，85（43）：3084-3086 

71. 顼志敏，彭应心. 冠心病诊断、治疗及预防、保健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解放军保健医学

杂志，2005，7（4）：197-199 

72．顼志敏. “临床药物合理用药论坛”讨论与问答（2）——问题. 中国医刊，2005，40（12）：
48-49 

 

73．顼志敏. “临床药物合理用药论坛”讨论与问答（2）——参考答案. 中国医刊，2006，41



（1）：49-50 

74. 顼志敏. 调脂治疗中的非药物疗法. 基础医学与临床，2006，26（2）：127-131 

75. 顼志敏, 彭应心. 临床实践中调脂治疗的达标问题.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2006,25(2):150 

76．顼志敏.高血压治疗中的几张处方分析. 中国临床医生, 2006,34(8): 54-55 

77． 顼志敏.高血脂调脂治疗中的举例分析及其合理用药（上）. 中国临床医生, 2006,34(9): 55-57 

78．顼志敏. 高血脂调脂治疗中的举例分析及其合理用药（下）. 中国临床医生, 2006,34(10): 

52-53 

79. 顼志敏. 冠心病的诊断和治疗----由病例看原则.中华全科医师杂志，2006，5（9）：523-526，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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