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世界著名出版公司爱思唯尔发布了

2017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中国工程院院士、扬

州大学教授刘秀梵再次入选，这已是他连续第 4次

入选。

出生于 1941 年，已 77 岁的刘秀梵仍保持着旺

盛的科研创造力。从 1965年毕业留校至今的半个

多世纪里，他一直坚守在动物传染病学研究领域，

先后研制出禽流感（H9 亚型）灭活疫苗、新城疫基

因Ⅶ型灭活疫苗、传染性法氏囊病中等毒力活疫苗

和鸡马立克氏病 2+3型双价活疫苗等多款疫苗。

三易专业结缘兽医学

很多人不知道，在投身兽医领域前，刘秀梵曾

三改专业，有着一段一波三折的求学经历。

1960 年，刘秀梵从江苏省泰州市靖江市中学

毕业。起初，成绩优异的他立志要当一名天体物理

学家，因此班主任给他填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

术物理系。不过，刘秀梵却被填报的最后一个志愿

苏北农学院录取了，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

不巧的是，大二时该校的无线电专业被撤销，

刘秀梵只得转学农机。谁料，又过一年，农机专业

也被撤销了，刘秀梵不得不第三次作出选择。“当时

有农学、畜牧、兽医三个专业可以选。”刘秀梵回忆

说，很多人对兽医不了解，对它有偏见。当时他认

为兽医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更关系到国民经济，

便主动选择了兽医专业。

大学期间，每逢节假日，同学们多选择外出游

玩，刘秀梵却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宿舍里用功读书。

除了专业课成绩连年排名第一外，他还主动利用学

校的有利条件学习外语，到大二时便可轻松阅读英

文原版专业书了。良好的英语功底，为他后来考取

公费留美资格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拓荒“鸡艾滋病”研究

1980 年，刘秀梵以江苏省省属单位外语选拔

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教育部选派去美国深造，并

先后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和美国农业部家禽研究所

研修兽医生物技术。除了选修与兽医和医学有关

的课程外，他还进行了有关鸡马立克氏病的单克隆

抗体方面的研究。

回国后，不到 3 年，刘秀梵便率先将单克隆抗

体技术应用于动物疫病研究。

平时人们吃鸡，总习惯于把“鸡屁股”切下来扔

掉，其实这里有鸡最重要的免疫器官——法氏囊。

鸡如果得了传染性法氏囊病，就会大批死亡，因此

这种病被俗称为“鸡艾滋病”。

如何才能有效预防这一禽病呢？通过无数次

实验，刘秀梵采用交叉传代的方法，最终获得了理

想的疫苗毒株，并研制出了预防这一疾病的疫苗。

2003 年，“鸡传染性法氏囊病中等毒力活疫苗”成

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争分夺秒阻击禽流感

1998 年，H9N2 亚型禽流感突然在全国爆发。

刘 秀 梵 带 领 团 队 在 禽 流 感 主 要 流 行 地 区 开 展

H9N2亚型禽流感流行病学调查，采集了 13个省市

的病毒，并对其进行系统分析鉴定和遗传发生分

析。从实验室研究到现场疫情分析，团队上下争分

夺秒。

半年后，国内首支禽流感疫苗（H9 亚型）诞生

了，并于 2002 年 2 月获得生产许可。此后几年间，

这种亚型禽流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2014 年，刘秀梵团队研制的重组新城疫病毒

灭活疫苗（A-VII 株），获国家一类新兽药注册证

书。全国历年累计仅有 9个一类新兽药证书，该产

品为世界首个鹅用新城疫疫苗，显著提升了国内该

行业的核心竞争力。该成果应用以来，已累计生产

销售超 50亿羽份，减少经济损失近 40亿元。

动物卫士刘秀梵：“擒”病于未然

郭国骥自小各方面都非常出色，妥妥地是

“别人家的孩子”。

从小学到高中，他参加过奥数、作文、音乐、

手工等多项比赛，“逢比赛必获奖”成了郭国骥的

参赛日常。

“我一直以来都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发展

比较全面，成绩也比较好。”郭国骥认为，他就是

中国应试教育的一个成功案例。

当然，成功的背后付出也很多。从小开始，

他就很少有周末。一到礼拜六日，他要么去参加

各类培训班，要么去比赛。即使到了大学，他也

充分利用周末时间参加英语培训。

在郭国骥看来，应试教育也有其优势。“考试

可以更好地约束自己，从而把知识学得更扎实。”

郭国骥认为，这一点在赴美深造之后体现得更明

显，“扎实的基础知识，让我的活动比欧美学生更

足”。

郭国骥并非是那种死读书的学生。读大学

时，郭国骥在保持着优异成绩的同时，还组建了

话剧团、担任学生会的文艺部长，并组建乐队玩

起了民谣。

正因为有着丰富的经历，郭国骥在大学毕业

时也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进军娱乐圈成为一名

歌手、留校工作或继续深造。

深思熟虑后，他选择了科研之路，并赴新加

坡继续深造，之后又到美国哈佛大学求学。“在尝

试过很多东西后，作出的决定更为理性，也符合

自己性格。”郭国骥说。

2014 年，年仅 30 岁的郭国骥走上了浙江大

学的讲台，一入职便获得了正教授资格。

应试教育下的成功案例

尽管进入浙江大学时间不长，但很快就做

出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郭国骥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在外人看来，他的这项工作是在任职浙江

大学后才开始的，实际上早在读研时就已经开

始了，他做了差不多有十年了。

“刚进浙江大学时，中国的单细胞系统生物

学研究水平在国际上并不是很出色。特别是在

高通量单细胞测序领域，国内尚属空白。”说到

自己的老本行，在采访中寡言的郭国骥打开了

话匣子。

他介绍，以往生命细胞分析是群体分析，并

不能精准剖析每个细胞。如今通过分析单个细

胞，能对每个细胞进行表述。

通过研究单细胞，未来可实现单细胞层面

的疾病诊断，如对肿瘤类型的精确分类、根据单

细胞测序信息针对性用药，从而更加有效地进

行治疗。

可是单个细胞的数量很少，相关研究的最

大难点在于难以捕获细胞核酸物质。为此，郭

国 骥 团 队 研 发 了 一 套 完 全 国 产 化 的 Microw-

ell-seq 高通量单细胞分析平台，对小白鼠近 50

种器官组织的 40 余万个细胞进行了系统性的单

细胞转录组测序，绘制出世界首张哺乳动物细

胞图谱。

若使用以往的技术，绘制这张图谱所耗费

的实验成本会是非常高。但通过 Microwell-seq

高通量单细胞测序平台，一个单细胞的建库成

本从原来的 100 美元降至 1 美分。

世界第一张哺乳动物细胞图谱，其重要性

在郭国骥看来就如同第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

“这张图谱将哺乳动物的细胞种类排列开来，对

发现细胞内的机制非常重要。”郭国骥认为，我

们尚不知道细胞内部环境是否符合牛顿第二定

律，这需要科学家们继续探索。

从国内空白到世界首创

《当 白 羊 爱 上 天 蝎》《大 学》《友 爱》《期

待》……郭国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在“中国原

创音乐基地”网站有自己的主页，该主页上有他

早年创作录制的多首原创音乐，其主页的浏览量

高达百万。其中，《当白羊爱上天蝎》一曲的点击

量已突破 47万。

点开他的歌曲，其嗓音干净、清澈，曲调简单

又不失优雅。很难想象，一位科学家在音乐上具

有如此高的天赋。

早在上大学时，他就曾参加过“武汉高校原

创音乐比赛”并晋级总决赛，闯入了前十强。后

来，曾有演艺公司找他签约。熟悉他的朋友经常

会调侃郭国骥，说他明明可以进入娱乐圈当原创

歌手，却偏偏要把学术做得这么好。

谈到早期搞音乐创作，郭国骥认为，自己可

能比较有艺术天赋，也一直很喜欢音乐，“边弹吉

边搞创作的感觉很好”。

不过，郭国骥最终还是选择了更为钟意的科

研工作。他表示，选择做科研一是科学对人类的

贡献更大；二是音乐这条路异常崎岖，能否抵达

巅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如今，在工作之余，郭国骥依旧会去摆弄摆

弄吉他，弹一弹、唱一唱，“既是一种放松，也是满

足自己的心头好”。

“音乐会给我的工作带来一定帮助，为我提

供创新的灵感。”郭国骥说。

音乐为他提供创新灵感

“Professor郭（郭教授），给您捧场来了！”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粉丝在

郭国骥的原创音乐主页上留言。虽已淡出音乐圈多年，但江湖依旧流传

着这位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的传说。

不过，在这位歌坛“老将”看来，从事科研工作更能体现他的价值。“通

过科学研究为人类作贡献，这比当一名歌手更有意义。”5月4日，35岁的

郭国骥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专访。

日前，国际顶级期刊《细胞》发表了郭国骥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

世界首张哺乳动物细胞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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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声机

生 前 他 为 许 多 家 庭 铺

就“送子”路，在国内率先开

展复发性流产免疫发病机

理研究……他就是著名妇

产科专家、原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妇产

科主任及学科带头人、中国

生殖免疫学创始人和开拓

者之一林其德教授。

近 日 ，这 位“ 送 子 观

音 ”因 病 医 治 无 效 在 上 海

仁济医院逝世，享年 79 岁。

专攻生殖疑难病症，妙手圆求子梦

1939 年，中华大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林其德就在那一

年年底出生在上海仁济医院。出生后不久，上海沦陷，全家

坐船逃到祖籍福州北部的小镇永安，抗战胜利后回到福州上

学、成长。

当时的中国，缺医少药的现象非常普遍，求医治病更是

困难重重，儿时逃难、求医治病的经历让他认识到医生的重

要性。特别是在高考前，慢性扁桃腺发炎的他受限于医疗条

件而未能得到治疗，因此疾病拖延许久、痛苦不堪。这让他

再次深深体会到国家和人民对医生的需要，一颗从医的种子

在他心中萌芽。之后，他考入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林其德开始从事妊娠合并高血压

疾病以及习惯性流产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曾有一位台湾富商的妻子，日子过得样样称心，就有一

事不如意：她怀孕、流产、再怀孕、再流产……如此反复，始终

不能得子。她慕名找到了林其德，当时这位富商夫人对自己

已经失去了信心。全面检查后，林其德发现，是抗心磷脂抗

体阳性和血液高凝状态造成了她反复流产。对症治疗一年

半后，她足月产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复发性自然流产在育龄妇女中的发病率约为 1%-3%，是

严重威胁人类生殖健康的疑难病症之一，这样的患者即使是

做试管婴儿也一样会流产。

经过反复研究，林其德在国内率先开展复发性流产免疫

发病机理研究，提出母胎界面局部免疫和外周系统免疫是复

发性流产免疫发病的两个关键环节；创建、完善了免疫型复

发性流产病因筛查流程和诊断体系，为免疫型复发性流产的

分型诊断提供有效手段；首创个体化—小剂量—短疗程的免

疫抑制和主动免疫治疗方法，使这一难治性疾病的治愈率达

90%以上。

三大法宝缓解焦虑，仁心关爱病患

时间回溯至 2015 年 7 月 19 日。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来自浙江、广州等全国十多个省

市的 45 个病患家庭共一百多人，相约带着自己得来不易的

宝宝，来到仁济医院看望林其德。病患们给林其德送来了一

面面锦旗，每一面锦旗代表着一位病人的感激。

孩子是女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有一位多次流产

的患者第一次来问诊时，忧心重重地问林其德，她已经 37 岁

了又多次流产，还有没有怀孕的希望。林其德开玩笑说：“你

才 37 岁，又不是 73 岁，为什么不能生孩子？”这句话一下子就

让她把久悬的心放了下来。

在患者日日夜夜的期盼中，他用独特而又精湛的医术治

愈了她们的疾病，建立了从孕前到孕后的整套孕期母婴监护

指标及个性治疗方法，以确保母婴健康，为无数家庭送去欣

喜和幸福。

身为知名专家的林其德，没有一点架子，平时待人十分

亲切。他对病人更是关爱有加，患者们尊称他为“活菩萨”

“送子观音”。私底下，有人称他为“可爱的小老头”。

在他看来，医生的首要职责就是救治病人。亲切的笑

容、和蔼的态度和风趣的言语是他缓解病人紧张和焦虑情绪

的三大法宝。曾有 2000余位患者自发建立了 5个 QQ 群，高度

评价和赞扬他的医术和医德。

据不完全统计，约有 6000 多个孩子在林其德诊治下得以

诞生。他从医执教五十多年来，始终坚持在医、教、研一线，

一直致力于妇产科学、生殖免疫学领域的研究工作，在复发

性流产、妊娠高血压疾病和妊娠合并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和基

础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大提高了国内妇产科在

这些领域的科研与诊疗水平，推动了我国乃至世界妇产科事

业的发展。

他是“送子观音”

也是可爱的“小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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