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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沟沟里走出的领军人

戴着一副眼镜，很爱笑，亲和力十足。5

月 6日，科技日报记者在山城见到西南医院

眼科领军人阴正勤，感受到不仅仅是超前的

科研思维，更是对患者深深的关怀。

很少有人知道，身为国家 973 项目首席

科学家、解放军总医院眼科名誉主任的她曾

经连初中都没有念完，就到四川山沟里当了

一名知青。由于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她

不能就读技校回到城市，只有报考了卫校。

梦想正是在这个命运“无奈”的安排中起航。

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学校的学习氛围并

不好。一次上解剖课，正赶上宿舍搬家，同

学们一哄而散。可她却端坐在教室里，这使

老师大受感动，专门给她一个人上了堂课。

从那时起，那位老师成了她的“贵人”，经常

给她开小灶，并带着她去看病人。

后来，阴正勤到四川自贡市荣县医院当

了一名眼科医生。在这里，她又遇到了一位

“贵人”。科主任很喜欢这个刻苦的女孩，虽

名不见经传，可他却极有见地，“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视力表是这样的？那是经过严格的

数学计算制成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眼睛

酸碱受伤要用中和处理？这又涉及到化学

知识……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眼科医生必

须有扎实的数理化知识。”

看似无心的对话，深深激起了阴正勤继

续深造的决心。

为了上大学深造，她遍访县中学老师，

硬是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啃完了高中的全部

教材。1978 年，她考入华西医科大学。本

科期间，她就发表了两篇极有前瞻性的论

文，一篇是“视神经再移植的可能性”，一篇

是“人工视觉的信息处理”。几年里，她一鼓

作气攻读完眼科专业硕士博士。1989 年 7

月，她博士毕业被特招入伍来到了西南医院

眼科。

1992 年，阴正勤持两年期工作签证到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眼科系学习。做

完博士后工作后，她又在该校视光学院做研

究员。期间，她取得注册医师资格，还是主

刀医生，可随时办理留澳绿卡。

可一件事深深震撼了她。她的博士后

导师、澳大利亚著名人道主义者、眼科专家、

新南威尔士大学弗莱德·哈罗教授去世前拉

着她的手说：“相对于澳洲的病人，中国的盲

人更需要你！”老人的话让她热泪盈眶。多

年后，她依然记得向他承诺的那句话：“I

promise to you，I will back to China（我向

你承诺，我会回到中国）。”

1996 年底，她提前结束工作准备回国，

学院想挽留她。她认真地答复对方：“你们

的研究需要我，中国的盲人更需要我。”

老科室爆发出新活力

西南医院眼科成立于 1929 年，有过辉

煌的过去。可阴正勤回国时，却处于萎缩状

态，每天仅有不到 50个病人，医生不到 11点

就没事可做；仅有 46万元的设备，比县医院

都差。

阴正勤上任第一天，就对全科医生说：

“我们要有一个理想：减少中国的盲人；有一

个宗旨：病人第一；有一种精神：团队精神。”

“三个一”迅速凝聚起了人心，他们理清

发展思路——“先把临床发展起来，用临床

养科研，再让科研和教学促进临床发展”。

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在现在

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思路却让这个

“后进”科室起死回生。

第一件大事就是争取院领导的支持，在

重庆最早引进当时世界眼病治疗的三大技

术——玻璃体切除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摘

除及人工晶体植入术、激光矫正屈光不正

术。同时，将学科分成屈光手术、角膜病、白

内障等 8个专业组，近几年又根据学科发展

成立了干细胞治疗组。

新技术的引进带来了一股新鲜活力，大

家都开始对科室的未来充满信心。

当时刚刚毕业来到眼科一年的副教授

刘勇回忆道：“当年年底，我们就看到了变

化，病人越来越多，眼科开始有了勃勃生

机。大家心气儿越来越足，都想改变当时的

弱势，天天加班工作和学习。”该科“元老”之

一的副主任王一教授也对此深有感触：“当

时玻璃体切除手术，我们原本打算用 3年的

耗材，不到一年就用完了。”

为给残疾人带来光明，1999 年，该科与

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成立了“复明中

心”。当时白内障手术正常收费在 4000 元

左右，可是残联给出的价格只有 1000 元，很

多医院都不愿意做。但他们心里却算清了

3 笔账：“首先是政治账，我们是解放军，我

们不做谁做；其次是经济账，除去人工和设

备损耗，我们基本不亏；最后是效益账，我们

需要更多的病人口口相传。”

事实证明了他们的判断，短短几年，该

科病人数直线上升，一跃成为重庆眼科专业

领头羊。

1998 年，为了争取成为第三军医大学

眼科中心，得到 30万元的资助，为科室的实

验室建设打一个基础，阴正勤要进行申报答

辩。为确保成功，大家专门为她进行了几次

试讲，几位同事充当“评委”给她挑毛病，提

问题。正式答辩时，阴正勤讲到实验室未来

还要进行视网膜移植的研究。话音未落，就

有专家提问：“视网膜属于中枢神经，能移植

吗？”早有准备的她侃侃而谈，从国际上的进

展讲到他们的设想，她说：“研究就要敢于挑

战禁区！”

完美的表现！眼科中心申请下来后，

大家感慨道：“我们终于深刻认识到团队的

力量。”

这些年里，“团结齐心”四个字在他们身

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其中王一作为副主任对

阴正勤的配合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阴

正勤敢闯敢干，而王一随和心细，阴正勤做

规划，王一负责落实和协调。一个向前冲

锋，一个坚实后盾，这样和谐的配合让科室

大步向前。

同时，该科专门设置了科管课题，自己

拿钱资助大家展开科学研究。虽然只有几

千块的经费，但是对很多刚刚开始起步的青

年研究者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孵化器，更是

一剂强心剂。

在大家的努力下，该科 1998 年成立了

重庆第一个眼库；1999 年成立重庆市眼底

病研究所，被评为重庆市重点学科；2000 年

成为全军眼科医学专科中心和眼科学博士

学位授权点；2007 年成为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2011 年成立视觉损伤与再生修复重

庆市重点实验室；2014 年成为全军眼科学

重点实验室。而科室的每日门诊量也从不

足 50人增长到 500人以上，科室设备总金额

从 46万元增加到 6000多万。

阴正勤也先后获得中美眼科金钥匙奖、

亚太眼科学会防盲杰出贡献奖、中华眼科杰

出贡献奖。担任全军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国

际临床视觉电生理学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眼

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前瞻研究获得世界认可

眼科发展走上快车道，可他们却没有丝

毫停顿，“这些技术在国外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就已经开展，而我国也早在 1989 年就已

经引进。如果满足于此，那么作为一所教学

医院，将来我们拿什么教学生？我们拿什么

给患者治病？”

视 网 膜 色 素 变 性 是 一 种 发 病 率 达

3‰—4‰的致盲眼病，至今都没有有效的治

疗方法。造成中国最多盲人的也是各种类

型的视网膜变性疾病，而可能攻克这类疾病

新的三大技术是：基因治疗、干细胞治疗和

人工视觉。

1998 年，该科开始以视网膜视神经致

盲性眼病的发病机制及防治研究为核心，探

讨干细胞移植治疗视网膜变性疾病的作用

及机制，研制第一代视网膜和视皮层电子芯

片的人工视器，为早日过渡到临床应用奠定

实验基础。该科也成为国内第一个系统研

究视网膜干细胞移植治疗视网膜变性疾病

的科研团队。

“如果你不被认可，那是因为你还不够

强大。”采访中，很多人一再提起这句话。正

因如此，他们一直在默默追赶。

据该科视觉损伤与再生修复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徐海伟教授介绍，他们发现视网膜

色素变性大鼠移植视网膜干细胞后，移植细

胞能在其视网膜内分化成为感光细胞，变性

大鼠视功能得到改善；光损伤性视网膜变性

小猪，移植胚胎视网膜片后，视网膜功能也

有所提高。然而，移植后视功能的改善却不

能长期维持。

2004 年前后，项目陷入了一个尴尬的

境地，很多人开始动摇。副教授陈少军是阴

正勤的学生，是当时第一个参与项目的博士

生。一次她对老师抱怨道:“别人都放弃了，

我们为什么还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去做这个

事情？”阴正勤一听就火了:“正因为别人都

放弃了，我们才要坚持。如果这么容易解

决，还研究干什么？”接下来的日子里，她不

断鼓励大家坚持下来，试验效果也越来越

好，而陈少军也在这上面取得了不菲的成

绩。最终，他们发现，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

命运是由其所处的微环境所决定的。变性

的视网膜细胞由于慢性炎症和渗出物，导致

出现胶质瘢痕，是移植细胞不能长期存活的

一个关键因素。

一个偶然的机会，阴正勤趁着参加国

际交流的机会，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李英

教授的实验室参观。他们主要做脊髓损伤

的研究，也需要对付这样的瘢痕。他们通

过嗅鞘细胞让胶质细胞重组，效果很好。

阴正勤心中灵光一现，能否采取类似的办

法去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两个人一拍即

合。随后的合作研究中，阴正勤课题组和

李英课题组展开跨国合作，发现这是一个

可行的途径。

正是这样，他们在科研道路上越走越

快，越走越远，国内外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视

网膜干细胞移植领域走在了国际前列。

像这样放开眼界，积极碰撞产生的科

研火花还在不停闪耀。作为国家 973 项目

“胚胎干细胞治疗致盲性眼病的基础与临

床转化研究”首席科学家，阴正勤整合了解

放军总医院、协和医科大学、山东眼科研究

所、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等眼科学国家重

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主要眼科医

院的相关团队。在此基础上，项目书里很

多非常新的想法，则是她和哈佛医学院的

专家们探讨碰撞出来的。

2008 年，他们首次开展了人胚胎视网

膜前体细胞移植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病人

I 期临床安全性研究，迈出了临床转化的第

一步。在这次研究中，参与治疗的患者视

力在一定时期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虽然

最终由于前述问题导致患者视力回到原来

水平，但这也意味着这种治疗方式在安全

性上通过了验证，证明是一种可行的治疗

方案。

时隔几年之后，2013 年 4 月 21 日，该科

干细胞移植治疗视网膜变性疾病及糖尿病

视网膜病变技术通过总后卫生部的技术评

审，并批准该技术开展临床试验研究。当年

底，他们开始了Ⅱ期临床有效性研究。

近 5年来，该科先后主持国家 973、863、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各 1

项，其他国家、军队项目 43 项，项目总经费

近 5000万元。

这里有一流的眼科团队

2 年前，该科副主任余涛为一名出生仅

6 周的新生儿做眼底检查时，发现其双眼均

有严重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这样的病变如

果不及时治疗，该患儿以后将在黑暗中生

活。由于患儿年龄小，体重轻，手术的风险

非常大，但余涛还是果断地在全麻下为她行

了双眼视网膜激光光凝术，挽救了她的视

力，也创下了重庆市眼科手术患儿年龄最小

的纪录。

前不久，一位几近失明，在多家医院治

疗无效的患者来到该科就诊。该科副主任

秦伟为他做了仔细检查，最终发现罪魁祸

首是患者眶尖部的一个海绵状血管瘤。按

照传统方法，这种在眼睛最里面的血管瘤

很难手术，需要从眼眶前路开眶，很多大牌

医生做起来都心惊胆战，因为一个不小心

就会导致患者彻底失明。而秦伟采用了经

鼻 腔 筛 窦 进 入 的 微 创 方 法 ，顺 利 摘 掉 肿

瘤。术后第 7 天，这位患者的视力恢复到

0.7。秦伟曾是眼科医生，后来硕士读的是

影像学，毕业后在该院放射科工作，而眼眶

病的治疗需要扎实的影像学基础。2000

年，阴正勤向上级申请，将他从放射科调入

眼科，并招收他为博士研究生，最终将他培

养为知名眼眶病专家。

这样的高难度手术在该科十分常见，该

科医生个个拥有“绝活儿”。从当年的“三大

技术”开始，该科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

一个人有专长、梯队合理的“生态链”。他们

不仅立足自己培养，还利用多种机会从其他

地方引进临床和科研人才。

徐海伟教授本是学校生理教研室的一

名教员，从事干细胞对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

治疗作用的基础研究，发表了多篇 SCI 论

文。阴正勤看中他扎实的科研功底，将他争

取到了眼科，任命为眼科副主任主管科研。

在这里，他可以和临床直接接触，科研上更

是如鱼得水。

要想在世界眼科学界获得一席之地，除

了埋头苦干，还要紧紧跟随世界的脚步，积

极进行对外交流。

2010 年 ，受 第 48 届 国 际 临 床 视 觉 电

生理学会邀请，阴正勤带着李世迎博士参

加了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此次盛会。阴正

勤关于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大会发言得到

代表的一致好评，而李世迎关于大动物干

细胞视网膜移植研究的大会发言获得了

最佳青年论文奖。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阴

正勤争取到了 2013 年第 51 届国际临床视

觉电生理学会年会在中国重庆举办的权

利，并担任这次大会主席。2012 年，她成

功当选该学会常务委员，成为其中唯一的

中国科学家。

该科几乎每年都要有几位医生出国进

行学习和交流。每一位医生出国前，科里都

要帮助他定好学习和科研计划，并要求把关

系处理好，以利于长远合作和交流。

王一是继阴正勤之后第一位出国学习

的医生。2003 年，他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眼科医院学习视网膜手术，并与那里建立了

良好的关系。随后，余涛也到这里做儿童眼

科博士后，由于她精湛的手术技术，被医院

选送参加澳洲眼科医疗队赴印度开展儿童

白内障防盲工作。

刘勇在哈佛医学院眼科研究所学习交

流的一年中，夜以继日地扎在实验室，甚至

连距离仅 2 个小时车程的纽约都没有去。

最终，他发表了多篇高分值 SCI 论文。同

时，他也给该所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目前，

科里已经派了几位年轻医生到哈佛医学院

进行博士后研究。

李世迎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做博士后

研究的 2 年期间，凭借扎实的学术根底，连

续参加了 6个实验项目，并考取了海外注册

医师证。2012 年底，他又申请了国际临床

视觉电生理学会的奖学金，到英国 Moor-

fields 眼科医院进修视觉电生理和眼底病，

成为第一位到这里进修的中国医生。

现在，该科已经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

亚的多所大学建立了稳定的科研合作与人

才培养基地。

不仅把人送出去，还要把人引进来。近

年来，该科名气越来越大，引起国际眼科学

界的关注。目前，该科已经接受澳大利亚、

英国等国外进修生和留学生 79 人，先后聘

请 5位名誉教授和 11位客座教授，均是在各

自领域处于国际先进甚至领先水平的专家。

用仁术服务更多军民

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高技术武器层出

不穷，其中致盲武器就颇引人关注。眼战创

伤严重威胁军队参战人员，极大降低了参战

人员的作战能力，是战伤救治工作中的重点

和难点。

姓军为战，天经地义。正因如此，该科

联合解放军总医院眼科申请建设全军眼科

学重点实验室，致力于提升我军卫勤保障能

力。目前，他们已经联合我国有关单位研究

了激光致眼损伤效应，建立激光致伤的伤情

判断标准；根据不同激光照射剂量，制定了

相应的防护等级和治疗策略；利用光基因技

术研制了第二代视网膜和视皮层人工视器，

用于重建失明患者的视功能，并展开了战创

伤的基础研究……

作为一家部队医院的眼科，其最终目的

是要服务官兵，保障打仗。一直以来，该科

在为兵服务上没有丝毫折扣。

采访中，王一告诉记者：“我从小有两个

梦想，当一名军人，当一名医生，现在都实现

了。”只要有机会，他总要争取能到部队，面

对面地和部队官兵交流，为他们诊治眼病，

同时了解基层部队的科研急需。王一的故

事正是该科医生的缩影。

这些年，阴正勤作为全军眼科伤残标准

的主要制定者，常年为全军官兵进行远程会

诊，她所教过的学生也遍布全军。而其他医

生也先后到西沙为官兵进行巡诊，到西藏军

区总医院代职，参加汶川抗震救灾、雅安抗

震救灾，帮带基层部队医院，为基层官兵带

去了先进的治疗技术。2010 年 10 月，该科

李付亮博士参加“中国—秘鲁 2010 和平天

使军事联合作业”。期间，他积极在当地义

诊，开展手术治疗，因工作突出，被批准火线

入党，在秘鲁进行入党宣誓，成为第一个在

南美入党的党员。

近年来，该科为基层官兵进行眼部疾病

及战创伤筛查和防治共计 2000 余人次，开

展领导干部保健工作 2万余人次，为军队培

养进修生和研究生 46 人次，获国家教育部

优秀教师、总后优秀教师、军队育才金奖、军

队育才银奖 5人次。

早在 1999 年，为了更有效地减少中国

盲人，该科就在重庆率先开展了防盲工作，

开始每年在西南地区免费为基层医院眼科

医生举办“眼科知识更新学习班”“神经眼科

学习班”和“卫生部眼科医生继续教育学习

班”等。利用几年时间，建立了 12个网络医

院，辐射到了整个西南地区，让更多眼病患

者能就近享受到现代化的治疗手段。这也

是阴正勤获得亚太眼科学会防盲杰出贡献

奖的原因之一。

“医为仁术，以人为本”是该科的科训。

在他们看来，只要病人有一丝复明的希望，

也要尽最大努力救治。他们常说：“只要能

看见光，病人就能分辨出门窗；只要能看见

光，病人走在街上就能分辨出来往车辆；只

要能看见光，病人就不会陷入黑暗！”

很多人说：“你们经常走得很快。”阴正

勤只是笑笑，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不走快

点，更多的盲人将在黑暗中抱憾终身。

勇于担当“光明使者”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眼科团队潜心攻关创新发展纪实

□ 本报记者 张 强 本报通讯员 何 雷

人 80%的信息是从眼睛获取的，如果失去光明，对一个正常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每年都有很多病人因此失去生活的信心。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指出，视觉障碍是仅次于

心血管和肿瘤的影响人类生存质量的第三大疾病。而中国是全世界盲人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 45万人失明，每分钟新增一例盲人。

减少中国的盲人就是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眼科人的理想与追求！

在这里，每一个刚来的新医生，都被要求做这样两件事：读一本书，走一里路。读一本书就是读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了解盲人的心理和向往；走一里路就是把

眼睛用黑布蒙起来，由你最信任的人陪你走上一里路。

“你会发现，即便是你最信任的人陪伴，你的心中依然充满了恐惧和忐忑，觉得举步维艰。”该科主任阴正勤说，“这就让眼科医生体会到患者的亲身感受。只有设身处地为患

者着想，把病人放到第一位，才能用心为病人带去光明。”

正因为这样，该科每一名医生内心深处都充满了对患者深切的悲悯和强烈的责任心，这正是他们勇于担当“光明使者”的理想原动力！

阴正勤带领医生为病人查房阴正勤带领医生为病人查房 给外国留学生带教给外国留学生带教

王一为基层官兵查看眼病王一为基层官兵查看眼病 秦伟与外国专家探讨病例秦伟与外国专家探讨病例

眼科科研团队为小猪做视网膜干细胞移植眼科科研团队为小猪做视网膜干细胞移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