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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五谷飘香。在这满怀丰收喜悦的季

节，位于北国春城——长春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

医研究所更是喜事盈门。9 月 29 日，该所同时举行 3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研项目启动仪式。国家科技

部、国家林业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军事医

学科学院及吉林省林业局等单位相关领导出席了启

动仪式，数百名军地相关领域专家一同分享了这一激

动人心的时刻。这 3 项分别是：由扈荣良研究员牵

头、夏咸柱院士指导的 1项畜禽重大疫病与健康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由金宁一院士、所长钱军研究员分别

牵头的 2 项生物安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这是该所

实现从“八一队”到“国家队”的一次华丽转身！

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申请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

研项目中，人数仅为全院 5%、一线科技人员只有 40多

人的该所，一举获得 3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跻

身全国百强，特别令人振奋。需要说明的是，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涵盖了原来的星火计划、火炬计划、

973 和 863 计划等，是“十三五”以来国家推进科技体

制深度改革的新生事物，而且还有多项科研建议案被

分别纳入有关部委“十三五”规划和生物安全重点研

发计划等。

回望刚刚过去的“十二五”，该所已展露锋芒：涂

长春研究员牵头获批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亚洲

首批、中国唯一的狂犬病参考实验室；金宁一研究员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成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冯书章研究员不惧凶险，带队执行蒙、吉、辽、鲁等

多省炭疽应急检测任务，发挥了一锤定音的作用；王

兴龙研究员牵头的军队重大科研课题站稳了军事兽

医在动物生防领域的独特地位；以该所为主体出色完

成国家“援非抗埃”检测任务……

说起这一切，全所人无比自豪。“5 年来，党委领

导班子坚持‘建设二型一流研究所’目标不松懈，才能

在‘援非抗埃’等各种重大机遇面前及时把握、争当一

流，才能占据军事任务的‘半壁江山’、实现院士人才

的‘三分天下’、扼守军事医学的‘东北门户’。”前不

久，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张士涛少将来所检查工作

时，十分欣慰地赞赏道：“思想对了头，一步一层楼。”

一个全部人员不足百人的研究所何以取得如此

瞩目的成绩？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深入该所，探寻了

其背后成功的秘密。

领头人兽共患病防治
奏响“三医合一”序曲

说起兽医，很多人都有认识上误区，因此长期以

来我国兽医并没受到足够重视，但实际上，国际社会

一直在倡导一种理念，“同一世界、同一医学”，兽医早

已被视为和医学同等重要。

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资料，75％的新发传染

病是人兽共患病，80％用于生物恐怖的病原是人兽共

患病病原体。21 世纪以来的重大新发传染病几乎全

部来自动物，如高致病性禽流感、人感染猪链球菌病、

埃博拉病毒病、中东呼吸综合征、西尼罗河热、寨卡病

毒病等等。对于这些重大烈性传染病，仅仅加强人类

自身的防控是远远不够的，那只是一种“头疼医头，脚

疼医脚”的做法，只有将防控关口前移，充分发挥兽医

的作用，“人病兽防”，从传染和传播的动物源头上防

控，才能事半功倍。

未雨绸缪，捷足先登。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期，随着军马换“铁马”，军事兽医军马保健主体任务

的终结，该所在大量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及时提出以人

兽共患病防控作为科研主攻方向，并将“重要动物病

毒病防控关键技术体系研究”作为统领全所的核心课

题集智攻关。该所夏咸柱院士、所长钱军研究员等科

研人员无私地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科研成果，并对相关

环节进一步科研攻关，使动物病毒病这个科研体系愈

发完善，打造了动物病毒病防控的全链条。最终，这

项横跨 30 年科研攻关，凝聚着数百位科技人员心血

的研究成果，于 2012 年改写了该所建所 64 年以来没

有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历史，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兽医界的第二个“国一”！

项目主要完成人、该所金宁一院士告诉笔者，这

项研究成果在阻击禽流感，控制畜禽、特种经济动物

疫病流行，以及保护熊猫、虎狮等濒危野生动物种质

资源和汶川震后防疫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

国动物病毒病的防治、突发疫情的应急处置等方面出

发挥了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为提高行业的技术水平

和技术进步，实现中国从养殖大国向养殖强国转变，

提高民众健康与生活水平，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社会

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累计为国家减

少经济损失数百亿元人民币。

这是力量集聚、“十年磨一剑”的结果，正是军事

兽医人的孜孜以求与深厚积淀，才能在关键时候敢于

亮剑。

首战用我，用我必胜。该所援助非洲抗击埃博

拉，成功实现了“零感染”“零疫病”“零事故”的目

标！2015年 11月 25日，在京召开的由国家卫计委、原

解放军四总部等 7部委联合表彰大会上，该所解放军

重大动物疫病应急处置队被公开表彰为埃博拉出血

热疫情防控先进集体；刘林娜、高玉伟、刘文森、孙洋

4 名同志被公开表彰为埃博拉出血热疫情防控先进

个人。

该所先后承担多次人感染 H5N1 禽流感平行检

测任务，减少了社会对禽流感恐慌；完成我国部分地

区大熊猫犬瘟热、藏羚羊丝状支原体肺炎、候鸟禽流

感感染、鼬獾狂犬病等野生动物重大疫病监测诊断与

预警，有效保护了珍稀野生动物资源，降低了重大疫

情扩散风险。

汶川 5·12 特大地震灾害发生后，该所奉国家农

业部、原总后勤部命令，迅即组织一支由时任所长高

宏伟、中国工程院夏咸柱院士等专家组成的人兽共

患病防疫救援队，奔赴救灾一线。专家组不顾年高

体弱，辗转 3 万多公里，先后深入汶川、北川等 17 个

县 39 个乡（镇），手把手指导县乡两级兽医防疫机构

进行动物尸体的无害化处理、流浪动物的管控和存

活动物的防疫以及环境消毒工作，组织开展狂犬病、

猪乙型脑炎等疫情监测，上报大量各类专业监测要

报和建议，为做好人畜共患病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工作、维护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赢得了主动，确保

了大灾之后无大疫。

军事兽医人关键时刻这种“亮剑”精神，更是一种

实力彰显现和责任担当。

日前，作为全军唯一的兽医科研单位和全国唯一

的军事兽医研究机构，该所经过长时间坚忍不拔的努

力，先后被确立为国家林业局长春野生动物疫病研究

中心和国家农业部特种动物生物制品研究中心，在人

兽共患病与烈性传染病侦检消防治等方面取得了系

统突破，拿出了特异性检测试剂、特效消毒剂、高效疫

苗、针对性抗体，下一步还将拓展植物医学研究，在军

事医学的大环境中、大熔炉中，实现医学、兽医、植物

医学三医合一，为全面提升我军生防能力发挥不可替

代的独特作用。

勇立预警预动前哨
谱写军民融合华章

9 月 29 日，在该所正式启动的 3 项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是响应军委习主席号令，走军民融合、创新

发展之路，争当军地联合预警预动先锋。

“宠物疾病诊疗与防控新技术研究”项目，由扈荣

良研究员牵头、夏咸柱院士总体指导。该项目的实

施，将形成从方法建立到产品研制、从实验室研究到

临床应用、从单一到高通量的宠物疾病快速诊断，构

建自主创新的宠物疾病诊疗和防控新技术体系，创制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宠物疾病综合防治的高效产品，

全面提升我国宠物疾病诊疗及防控能力，从根本上改

善我国宠物疾病诊疗和综合防控水平。

“重要新发突发病原体防治、处置技术与产品”

项目，由金宁一院士挂帅，针对新发、突发病原体威

胁，开展的宿主和媒介生物应急防控技术、产品及处

置方案研究，提供应急处置技术与产品，指导科学防

控，带动军地协调、多部门协同的新发、突发病原体

防控研究。

“迁徙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传播风险研究”项目，由

所长钱军研究员主持。钱军，既是全所谋划管理者，

也是扑下身子的科研工作者。他拿过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是原总后勤部科技银星，军队第一批生物安

全博士。此次科研项目，他们将矛头对准疫病“三跨”

风险：跨境传播、跨物种传播和跨种到人传播，提出生

物安全风险预警，建立“三库一网一示范”：实物资源

库、迁徙信息库、疫源疫病信息库、预警网络及监测预

警技术示范，为国家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公共卫

生应急乃至国家生物疆域安全提供技术支撑。

记得最初申报“迁移野生动物疫源疫病传播风

险研究”项目时，有些专家组成员并不了解这个领

域，给他们泼了冷水，“这个课题你们申请个小项目

就行了。”

但深知课题重要性的这个团队没有放弃，主要建

言专家亲自去拜访专家组的专家们。在沟通中，他介

绍说，“野生动物疫病传播有三种方式：一是跨境传

播，二是跨物种传播，三是跨种到人的传播。无论是

禽流感病毒，还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埃博拉病毒，无一

不是由动物传播到人的，而这种传染疾病往往来势凶

猛，没有好的控制手段。”

“三跨”理论得到了专家们普遍的认可，最终专家

组为他们“量身定做”了科研课题，将其纳入大生物安

全的研究范畴。

总之，同时 3 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立项与

启动，是对该所科研创新能力的一次检阅，更是军民

融合结出的硕果。科研创新是为了促进新质战斗力

生成，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该所时刻铭记着责任担

当，在“军爱民，民拥军”的大舞台上，挥洒热血，煅造

能力，服务国家。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该所军民融合更加深入，初

步实现了“四个纳入”：军地一体化建设建议纳入国家

农业部“十三五”规划；进境动物疫病防控建议纳入国

家质检总局“十三五”规划；动物生物安全保障能力建

设建议纳入国家生物安全“十三五”规划；人兽共患

病、宠物疫病防控及迁徙野生动物疫病监测预警等多

项建议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抢占科技人才高地
铸造军事兽医方阵

战略高地乃兵家必争之地，人才高地更是一个研

究所必取之要。军事兽医研究所地处经济发展滞后、

人口持续净流出的东北寒区，科技干部总数不足百

人，吸引高端人才之难不言而喻。

“不要去考虑切蛋糕，而要始终想着做蛋糕。”还

记得 2011 年 4 月，新一届党委班子组建时，军事医学

科学院领导如此语重心长。潜心去培养人才，建强队

伍；努力去培植方向，做大成果。

这些年，所党委“一班人”带领该所全体人员，遵

循上级、首长教诲，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扎扎实实。他

们几乎每周都有几天要去外地跑项目、要资源、找人

才。常常是白天忙于研讨、汇报、谋划，晚上在飞机、

列车、汽车上奔波。由于党委班子成员中，一半以上

家在外地，科技人员这样描述党委班子一班人的工作

干劲，“五加二、白加黑，一天连着一天干”，“在所一

天，工作 24小时，走路吃饭都在谈”。

“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培养新的院士。”一位为

这个研究所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仍然俯身科研一线的

老院士——夏咸柱院士，给所党委班子提出了自己的

建议。全所上下迅速达成共识。

记得在申报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时，夏咸柱院士

无私地拿出自己的主研成果，还放弃了署名；涂长春

研究员主动署名靠后，所领导也不署名。在所领导、

院士和三级以上教授的感召下，所里的科研人员由

“文人相轻”变成了“文人相亲”，很多对项目有重要贡

献的专家，要么不署名，要么谦虚地把名字往后放，留

出靠前“席位”，力推年轻人署名，争取合作单位的支

持和参与。

众人拾柴火焰高。随着该所金宁一研究员当选

中国工程院院士，奠定了该所在中国兽医界院士人数

“三分天下”的局面。

为了推动科研工作发展，该所还顶着压力，制定

了不拘一格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将 10 个研究室主

任全部更换为年富力强的年轻人。这些新任科主任

平均年龄仅 40 岁，最年轻的才 33 岁。而退下来的老

同志不仅在承担科研课题上没有受到丝毫影响，还被

推荐到院、所科技委员会任职。

此外，该所还把学科带头人、科研骨干和技术专

家的梯队建设作为重头戏。对科研业务骨干实施定

向培养，在实验室建设、课题申请、研究生招生、学术

交流、出国深造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采取“走出去、

请进来”的策略，积极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到国际、国

内、军队重大项目、重大课题的论证研究中，参与到重

大学术组织的工作中，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开拓工作

思路，提高综合科研能力。机关政治部、分管后勤的

领导及业务处与科技处戮力同心，合力打造科技人才

孵化器，促进了中青年科研干部培养引进力度，有计

划、分层次选留一定数量综合素质好、发展潜力大的

博士、硕士研究生补充科技干部队伍。

目前，充分依托兽医学一级学科博（硕）士学科授

权点和兽医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该所培养造就了一

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科技人才，建立了

一支以院士领衔、归国人员和博士为主体的一流人才

队伍；涌现出了涂长春、冯书章、扈荣良、王兴龙、杨松

涛等一批大家名家和夏志平、刘文森等复合型管理领

导人才；呈现出老专家甘当人梯、中年专家坚守一线、

青年人才奋发有为，人才梯队合理，各尽所能、相得益

彰的良好局面。

有了人才，就不会缺成果。2015 年，该获得军队

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这是建所以来第一个“军一”；

以共同第一作者在《自然》杂志主刊上发表文章，实现

“零”的突破；继 2014 年以第一作者首次在《柳叶刀》

上发表长达 10 页的综述后，再次以第一作者在该刊

上发表长篇综述……

展望未来，该所政委蒋荣永不无感慨：“将来我

们还要不断拓展空间，在国家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生

物安全领域，获得更大发展，并吸纳一批在国际上有

影响力的专家充实人才队伍。确保我们所在保证国

家生物安全，形成生物战略威慑能力方面的不可替

代性。”

（感谢军事兽医研究所政治部、科技处对本文的
重大贡献，本版照片由马国玺、戴然、杜鹏提供）

首战用我，确保国家生物安全
——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勇攀科技高峰纪实

文·本报记者 唐先武 张 强 通讯员 马国玺

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成立于
1949年2月，是全军唯一的综合性兽医科研与研
究生培养单位。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在该所
设有中国唯一狂犬病参考实验室；国家科技部和
吉林省在该所设有人兽共患病预防与控制重点
实验室；国家农业部在该所设有狂犬病及野生动
物与人兽共患病诊断实验室，原总后勤部卫生部
在该所设有高致病性禽流感检测确认实验室；该
所同时还是国家卫计委病原微生物卫生应急实
验室网络成员单位。在动物病毒学、细菌学、寄
生虫学、动物性食品安全、生物毒素学、兽医药理
毒理学、生物安全技术与装备等领域在国内有一
定优势地位。

这个研究所地处吉林省长春市净月经济开
发区，拥有兽医学一级博士学科和博士后流动
站，培养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兽医学博士研究

生。先后产生了殷震、夏咸柱、金宁一三位中国
工程院院士，形成了一支由院士领衔、军队“三星
人才”和“留学归国专家”领军、中青年博士为主
体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科技人才队伍。

该所建所以来，累计获科技奖励 264项，其
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出版
有《动物病毒学》《人兽共患病学》等权威学术专
著。“十一五”以来，共承担国家“973”、“863”等
各类科研课题 62项，科研经费达数亿元。在新
的历史时期，军事兽医研究所始终秉承“博学、求
是、忠诚、卓越”的院风和“历练尖兵、忠诚奉献、
创新超越、勇争一流”的“兽研人”精神，按照全面
建设现代后勤和医科院“十三五”及中长期发展
规划的战略部署，紧紧围绕建设力量型、引领型
世界一流军事兽医研究所总目标，科学发展，和
谐奋进，再立新功!

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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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9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同时举行 3项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科研项目启动仪式。分别为由扈荣良研究员牵头、夏咸柱院士
指导的畜禽重大疫病与健康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由金宁一院士、所长钱军
研究员分别牵头的两项生物安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图①图① 三个国家级课题主会场三个国家级课题主会场。。图②图② 夏咸柱院士夏咸柱院士。。图③图③ 金宁一院金宁一院
士士。。图④图④ 所长钱军研究员项目研讨中所长钱军研究员项目研讨中。。图⑤图⑤ 金宁一院士项目研讨中金宁一院士项目研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