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毕宏生：

为为手手术术精精准准，，三三十十年年不不碰碰烟烟酒酒茶茶

眼球是人体最脆弱
的 地 方 ， 在 眼 球 上 手
术，必然要万般精细。
从初生牛犊的豪情壮志
到创领国际先进水平，
他用三十多年的光阴诠
释了一名眼科医生的执
着和担当。近日，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走近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
科医院院长、眼科研究
所 所 长 毕 宏 生 。 不 久
前，他刚在中华医学会
第二十四次全国眼科学
术大会上荣获中华眼科
杰出成就专家殊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马云云

被认定“国际先进”
他激动坐反了公交车

“‘困难’和‘机遇’、‘挑
战’是一个意思。”这是从医37
年来，毕宏生最深切的感悟。
困难他见得太多了，战胜它，
便会迎来新的机遇。

一台普通的白内障手术
最短只要4分钟，对于每年主
刀上千台手术的毕宏生而言，
算是小菜一碟。手术刀在眼球
表面划开一道2-3毫米的切
口，用特殊仪器将混浊的晶体
吸出，再换上全新的人工晶
体，而从表面上看，他的双手
几乎没有任何动作。

练就这样精湛的技艺，绝
非一日之功，这背后是反复的
研习和惊人的自制力。毕宏生
从业之初，我国眼科技术还比
较落后，他立志做到“五年省
内先进，十年全国先进，部分
国际先进”。推行新技术首先
要进行动物试验，科里的老前
辈提醒毕宏生：前任主任就是
因为在做动物实验时染上流
行性出血热而病故的。

但他不顾这些，盛夏时
节，毕宏生穿着厚重的防护
服，在几千瓦的白炽灯下试
验。手术完成，身上的衣服都
能拧出汗水。就是在这样艰苦
的条件下，他练就了做显微外
科手术的基本功，探索出现代
摘除白内障手术的完善技术。

经过充分的准备，毕宏生
的第一个课题现代白内障囊
外摘除第四代的改良法获得
了成功。当他看到鉴定书上写
着“国际先进水平”几个字时，
激动地坐反了公交车方向。

凭着这股韧劲，毕宏生在
精准和复杂性白内障、视光及

近视防控、采用眼显微外科手
术解决复杂疑难性眼病、中西
医结合眼病的临床及研究领域
取得了突出成就，先后带领团
队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
973项目子课题、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家卫生行业重大专项
等国家级项目18项，省部级课
题28项。成果先后被鉴定为“国
内外首创”、“国际领先”、“达国
际先进水平”，并获中国中西医
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省、
部、局级科技进步奖35项次，在
SCI收录期刊和国内核心期刊
发表论文300多篇。

2019年1月8日，在2018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山东中医药大学毕宏生教授
领衔科研团队完成的“葡萄膜
炎病证结合诊疗体系构建研
究与临床应用”项目获得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想在8小时工作时间内
取得科研成果是不可能的，做
科研可能90%是失败。”对于攀
登科研高峰上要面临的坎坷，
毕宏生早有清醒认识。他经常
后半夜睡觉，因为深夜才能冷
静地思考问题，也因忙于科
研、看诊、手术，毕宏生几乎连
散步的时间都没有。为不影响
显微手术的精准性，三十余年
来，他从不碰烟酒茶。

创新探索
打造多个全国“第一”

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
但毕宏生不仅有精湛的医术，
他的脑海里时常蹦出“新”花
样来。

作为集医教研于一体的
三甲专科医院的院长，毕宏生
清楚地知道，医学发展仅靠个
体的力量远远不够。科技和人
才是医学发展的基石和动力，

他非常关注科技团队和人才
梯次建设。

“我们注重医教研同步发
展，每个专业都有一个专家组，
其中又有12个亚专业团队，进
而建成一批专家群”，这样的新
机制成了年轻人的一片乐土，

“实行‘托举工程’，充分给年轻
人信任，让他们茁壮成长、成
才，并培养团队意识”。

在此基础上，医院成立了
眼科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和国
内许多其他研究所不太一样，

“我们是独立法人的眼科研究
所，有独立的事业编制、独立
的财政支持和品牌，可以独立
开展各项科研活动”，毕宏生
介绍，在中国有独立法人的眼
科研究所是不多的，大部分是
在医院下设。独特的机构设置
汇集了一批专职做科研，尤其
做基础科研的年轻人。

类似的创新之举对毕宏生
来说并不新鲜。三十多年前刚
踏入这行时，他就展现出鲜明
的探索和创新精神，事实上包
括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
院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

当时，毕宏生放弃了美国
长期工作和优厚待遇的邀请，
毅然回国创业，组建了省属非
营 利 性 三 级 甲 等 眼 科 医
院———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
眼科医院，成为集医疗、教学、
科研、保健、预防、培训等为一
体的综合性眼科基地，也是中
国首家合资眼科医院。面对国
内严重缺乏眼视光专业人才
的严峻形势，他积极组织申
报，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了全国
唯一一家拥有眼视光医学、眼
视光学和中西医结合眼视光
方向的眼科与视光医学院。

医者仁心
免费让6万患者重见光明

很难统计毕宏生医治了
多少患者，但每每看到他们因
重见光明而再获新生，他都深
感肩上责任之重。这样的使命
感也让他意识到，医生不仅要
身怀绝技，更要饱含仁心。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
科医院是一家无“红包”医院，
全院都在遵守“三拒一送”：不
收礼、不收“红包”、不吃请、送
温暖。

“温暖”已经送了20多年。
早在1996年，毕宏生就开始每
年有计划地从事社会公益性
活动，经他免费手术重见光明
的患者达三万多例，如山东省
保护未成年人先进个人、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郑承镇；22岁
的东北盲歌手张卓；靠卖废品
度日的下岗职工残疾人农志
军夫妇等等。

“像做人一样，医院最重要
的是要有社会责任感，要人人奉
献爱心，也要人人能感受到爱。
我们热心慈善活动，是为了抛砖
引玉，唤起整个社会的热心和爱
心，这就是爱心的传递。”

2006年，受省委省政府的
委托，原省卫生厅组织了山东
省援藏复明手术医疗队赴西
藏日喀则地区进行白内障复
明行动，毕宏生被任命为医疗
队队长。时间紧、任务重、高山
缺氧，他依然带领3个医疗小
组15名队员，忍着剧烈头痛、
呼吸困难等严重高原反应赶
往目的地，“不去不行，藏族同
胞们在山那边等着呢！”

他们爬过三座海拔达5200
多米的雪山，在南木林、白朗、
昂仁、日喀则及聂拉木五个县
共诊治1000多位患者，为300多
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手术。

忧心“小眼镜”
连续七年提近视防控建议

这些年，毕宏生一直有个
牵挂，就是校园里的“小眼镜”。
中国是世界上近视发病率很高
的国家，而山东省又是青少年视
力低下的高发地区，青少年视力
不良率居高不下，高中生近视率
为90%，初中生近视率为60%，小
学生近视率也达到40%。“小眼
镜”不仅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学
习、生活及健康成长，甚至会影
响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为此，毕宏生四处呼吁。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连续7年
提出有关青少年近视防控的议
案和建议。为了让所提议案和

建议集中民意、反映实情，他广
泛开展调研，期间发现目前青
少年视力低下防控已刻不容
缓，而这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是
缺少统一的防控标准和体系。

“近视防控需要眼视光学
和小儿眼科医生，我国的缺口
非常大。据去年的统计，我们
需要30万正规眼科光学医师，
但我们现在只有六七千人。”
令毕宏生欣慰的是，其积极投
身眼视光医学教育，目前培养
出来的学生已经成为全省近
视防控事业的生力军。

如今，在毕宏生的奔走呼
吁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下，山东省青少年视力低下防
治工作的系统、规范开展已取
得显著成效。山东逾600万学生
进行免费眼科与视光学检查；
为160万名学生建立视觉健康
档案并开展科学、规范的防治；
每年为超过15万名视力低下青
少年提供规范化诊疗服务；共
培训校医、班主任近5000名，培
训学生和家长7万余人次。

经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在
全世界青少年近视率持续攀升
的情况下，山东省防控区域内在
校中小学生视觉不良率却首次
呈现下降趋势，实现了“治假、防
真、控加深”的防治目标，使青少
年视力低下防治成为素质教育
中一项具有重要特色和突出成
效的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形
成了特色鲜明的“山东模式”。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为为边边缘缘地地区区送送去去““光光明明””。。

毕毕宏宏生生开开讲讲近近视视防防控控科科普普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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