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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患者充满大爱，对医学一生攀

登，对于学生，黎介寿则甘愿为梯。

视教育质量为生命，培养本领过

硬的一流医学人才是黎介寿的不懈追

求。自 1988 年以来，黎介寿不仅为学

生开设了《外科学概论》和《外科学》两

门课程，还一直坚持授课，从未间断，

甚至成为医院的“网红课”。

2022 年 2 月，黎介寿主动要求为

医院年轻医生们再上一课，提醒大家

重视战创伤救治。“他自己备课、制作

课件，结合自己参加渡江战役、抗美援

朝等伤员救治经验深入浅出进行讲

解，原本计划 45 分钟的课讲了整整

100 分钟。”当时参加课程的年轻医学

生们回忆。

多年来，黎介寿先后带教了 350
余名硕士、博士、博士后，都成长为我

国普通外科领域的佼佼者，为医学事

业集聚了一批优秀人才。他创建的全

军普通外科研究所，成为国家重点学

科、部队和江苏省重中之重学科，是国

家卫生部临床药理基地、全军胃肠外

科重点实验室。

2014 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

告，经中国科学院推荐并报该中心批

准，由紫金山天文台于 2007 年 3 月在

国 际 上 首 次 发 现 的 国 际 编 号 为

（192178）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黎

介寿星”。几十年来，黎介寿对健康和

医学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一如浩瀚

宇宙中的那颗叫“黎介寿”的行星，永

载史册。 王婕妤

出身于湖南浏阳一个书香门第的黎

介寿，与哥哥黎鳌、弟弟黎磊石，均在医学

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先后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医学与卫生学部院士，成就了“黎

氏三兄弟同为院士”的一段传奇佳话。

1944 年，弃文从医的黎介寿以优异

成绩从医学院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南京

中央医院”做实习医生。由于勤学钻研，他

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成了一名优秀的外科

医生。

1949 年，南京解放前夕，人生中的一

次重大抉择摆在黎介寿面前：是跟随家人

离开南京，还是独自一人留下。每次与家

人和学生回忆起 1949 年 4 月 23 日清晨，

推开窗户看见中山东路马路两旁解放军

战士的场景时，黎介寿都觉得仿佛就是昨

天的画面，“从我懂事起，一直到 1937 年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看到的、听到的，和自

己所经受的，都一直是在战争中。所以小

时候，我一直向往着，长大了能为国家做

点什么事情。留下来，为新中国建设出

力！”

于是，黎介寿开始扎根在这里。从医

70 余年，他用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和仁爱

之心，为患者消除痛苦、送去健康。“只要

病人还有一口气，做医生的就不能轻易放

弃。”黎介寿视拯救生命高于一切，病人有

1%的希望，他就尽 100%的努力。他先后

做手术 21000 多台，收到患者和亲属赠送

的表扬信和锦旗 1.4 万多件。

“患者需要是最好的研究方向，认

准了就要坚定地做下去。”这是黎介寿

一直教导学生的。当年，比起心脏、肝

胆、肾脏等早已独立成体系的学科，肠

道疾病往往是病人容易忽视、医生不

愿深究的一个领域。“肠子最大的特点

就是感染解决不了，因为肠子有很多

肠内容物，比如粪便什么的，细菌、菌

群都是很复杂的，很容易感染。”但黎

介寿“一根肠子走到底”，因为一位病

人而下定决心深耕研究，最终成为中

国肠外瘘治疗的鼻祖、临床营养支持

的奠基人，亚洲人同种异体小肠移植

的开拓者，以及加速康复外科和损伤

控制性外科等技术与理念的倡导者。

1987 年的一个雪夜，一个因腹腔

大出血、整个小肠被切除的 13 岁小姑

娘被抬到黎介寿面前，治疗唯一的方

法就是为患者移植一段小肠。当时这

项技术 在 国 内 是 空 白 ， 在 亚 洲 也

没 有 成 功的 先 例 。彼时 黎 介 寿 束

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小姑娘离

开人世。

“肾脏能做移植，肝脏能做移植，

胰腺也在移植，小肠为什么不能做

呢？”从此黎介寿横下一条心，把铺盖

搬进动物实验房———猪圈，开刀、观

察，不间断记录和分析动物小肠移植

实验的每个数据。即便实验室散发着

刺鼻的粪便味道，但他一呆就是 4 年

多。1992 年，黎介寿取得了猪同种异

体小肠移植的成功。1994 年，一段 250
厘米的小肠被成功移植到患者的腹腔

内，黎介寿由此打破了亚洲小肠移植

零的纪录，使我国器官移植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如今，黎介寿的“肠营养支持疗

法”广泛应用于短肠综合征、重症胰腺

炎等疾病的治疗，治愈率达 96%，可最

初的研究同样让黎介寿吃了不少苦

头。“一个外科医生不好好开刀，搞营

养支持不是不务正业吗？”面对质疑，

黎介寿并不在意，因为他知道重症胰

腺炎的治疗是世界公认的医疗难题，

在肠瘘治疗研究中，病人肠道功能严

重障碍时营养无法供给也是个棘手问

题。经过 2000 多次试验，黎介寿的营

养支持理论在临床实践中取得重大突

破，他打破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传统

治疗模式，1971 年，“全肠外营养”被他

应用于第一例患者。

K 弘扬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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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愿一生为梯，每年的授课成为“网红课”

黎介寿边观看影
像资料边倾听医生对
病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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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抉择关口，
他毅然留在南京

4 年多与猪“相守”，攻克小肠移植世界性难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普通外科
专家、东部战区总医院全军普通外科研究
所名誉所长黎介寿，是我国肠外瘘治疗鼻
祖、临床营养支持奠基人，也被誉为“全世
界研究肠道时间最长的人”。

在人类肠道疾病的“神秘王国”，他穷
尽一生心血，不懈攀登科研高峰。他曾以
4 年多与猪“相伴”，换来小肠移植这个世
界性难题的攻克。在“九曲回肠”的世界
里，黎介寿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亚洲第一”

“世界第一”。

K 科技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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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胖敦厚的外表，眼神里透出睿智

与坚韧。6 月 6 日，《科学导报》记者在山

西焦煤山煤国际经坊煤业见到夜班检

修刚升井的田甜，在接到求助电话后，

他又背起工具包匆匆下井。在山西焦煤

山煤国际经坊煤业，提起综采一队综采

维修电工田甜，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

田甜靠实力“出圈”，在矿上小有名

气。短短数年，将“华阳杯”第十五届全

国煤炭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维修电工赛

项二等奖、“天信杯”2023 年全国煤炭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综采维修电工赛项三

等奖等众多奖项揽入怀中。

“给机器‘治病’是个精细活。就拿

制作开关密封圈来说，要拿刀子一层一

层地旋，与电缆外径间隙不能超过 1 毫

米。”田甜说，每次处理好设备故障，他

都要把原因、处理细节等记录下来，举

一反三，寻找改进方法。辖区内的每一

台设备、每一个开关甚至每一条线路早

已深深印在他的脑子里。

去年 3 月，3-边角 10 工作面采煤

机运转时，一个滚筒突然停止转动，重

启时也会频频出现各种异常现象。当班

电工排查未果，工作面面临停产。正在

职工宿舍休息的田甜接到这一紧急抢

修任务，二话不说就赶到现场。经过一

番“望、闻、问、切”后，当即判断是电缆

绝缘低，紧接着又顺藤摸瓜找到了“病

灶”所在———一根电缆接了地。随后，在

他娴熟的电缆接线操作流程下，故障快

速排除，采煤机机声隆隆，工作面恢复

正常生产。

类似的抢修任务，田甜已记不清处

理了多少。田甜的技能水平也在一次次

实战中提升。“我不怕多干活儿，就怕没

活儿干。”每次电气设备出现“疑难杂

症”，田甜总是自告奋勇。工友们都称他

是“神医”，只要他到场“诊治”，总能手

到病除。

2023 年 10 月，经坊煤业智能化工

作面上马，田甜也将目光转向了新战

场。“生产设备更新迭代很快，不主动学

习、不提升技能，就会像老设备一样被

淘汰。”

3-边角 11 智能化工作面设备安装

期间，厂家遇到一件棘手的事：安设在

巷道的采集器数据几经调试都不稳定。

“是否是远距离传输，电压不够所致？或

许可以尝试将采集器移至工作面。”田

甜提出自己的看法。

厂家采纳了田甜的建议，反复测试

后，工作面支架、电机、变速箱、压力传

感器等智能设备数据信息传输稳定。为

此，厂家技术人员对田甜这个“神医”称

赞不已。

“想学好电工，要多观察、多琢磨图

纸。”田甜老班长靳国的话，田甜记忆犹

新。从大学毕业后，田甜就进入经坊煤

业综采一队工作。一心想大展拳脚的他

发现，自己在学校所学的知识远远不够

用。一台台自己束手无策的设备在师傅

手里三下五除二便能重新“上岗”。虽然

屡屡受挫，田甜从未想过退缩。“新时代

的矿工，要靠技术吃饭，电工这个行当，

我吃定了！”他当时下定暗下决心。从那

天起，他下井时包里就多了一个装图纸

的袋子，每修一个机器就拿出图纸仔细

琢磨，与大大小小的电气设备较劲儿。

图纸“啃”了一张又一张，师傅们都被请

教“怕”了……不到一年，队里年纪最小

的田甜就成为能独当一面的电工。不论

电缆接线、开关维修，还是处理紧急故

障，他都游刃有余。

执一念、磨一技。从技术“小白”到

电气“神医”，田甜用奋斗证明了自己，

展示了新时代矿工的工匠精神。今年 1
月，他被评为山西焦煤“重大贡献优秀

劳动者”。“再攀高峰！”谈及未来，田甜

信心满满。

检查井下供电系统组合开关工作情况，确保该机器正常运转 姻 受访者供图

■ 科学导报记者 王小静 通讯员 陈阳 张涛

田甜：综采“神医”练成记

在遥远的西北，沙漠与雪地总是不断交织。在

风的吹拂下，这两种地表的微小颗粒能引起巨大变

化，从而形成沙尘暴、雪暴等自然灾害，对人们的生

活造成极大困扰，威胁人们的出行安全。

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教授黄宁从流

体力学入手，深入研究颗粒在风的作用下的运动规

律，探索预防和消除沙尘暴、雪暴等问题的有效方

法。通过实地观测、实验分析等方式，他发现颗粒的

运动与风的速度、方向以及地形等因素密切相关，

通过改变颗粒的排列和结构，可以有效减少风的作

用力。

西部出发，从沙尘开始

1984 年，黄宁选择力学专业，开启了学以致用

的探索之路。这一选择源于当时系主任的一句话：

“将数学作为工具应用到其他学科，可以更好地造

福人类。”

风沙电现象，充满着神秘和未知。在风沙暴中，

沙粒之间相互碰撞、摩擦产生静电，形成了独特的

风沙电现象。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现象，却对整个

风沙运动有着深远影响。对于这个选题，黄宁感受

到的不仅是挑战，更是一种使命的召唤。

为了深入了解各地的风沙活动，黄宁带领团队

在甘肃敦煌、金塔、金昌等地设立观测点，长期进行

定点观测，他们记录数据、拍摄照片，积累了大量的

第一手资料。同时，他们还利用数值模拟技术模拟

风沙运动过程，以期更深入理解其成因和特征。

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他从防风、阻沙、固沙等

角度出发，因地制宜地提出综合治理方案，结合风

沙运动的基础理论，将共性与特性相结合，在风沙

两相流领域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为理解这一复杂

现象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推动了我国风沙环境

力学领域研究，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

力。2018 年，黄宁与导师周又和（2021 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郑晓静一起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学以致用，从铁路开始

兰新铁路西段全长 123 公里，这个区间一年有 300 多天都

在刮 8 级以上大风，12 级风说刮就刮，被称作“百里风区”。

在这里，大风携带沙尘，严重风蚀路基、桥涵等铁路设施。

车窗玻璃被打碎、车体油漆被磨损、货物被吹走，甚至列车脱轨

的事故也时有发生。风区的铁路职工们每天都在与风沙搏斗，

以保证铁路的正常运营。

黄宁受委托为兰新铁路设计挡风墙，经过反复研究和试

验，铁路风向位置上一道坚固的挡墙终于被设计出来。这道挡

墙以低成本为前提，最大限度避免了强横风造成列车倾覆的危

险，起到了非常好的防护效果。

然而，10 年后，新问题出现了。挡风墙虽然挡住了强风，却

加重了其防护的铁轨区域的积沙问题。面对新挑战，黄宁再次深

入开展研究，弄清了积沙加重的原因和机制，并给出了解决方案。

沿着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由西

向东的铁路，约有 3/4 路段在沙漠中。这是世界上首条环沙漠

铁路，风沙对铁路建设和运营危害严重。

在这里，黄宁与团队顶着烈日、风沙，经过无数次试验和修

正，成功开发出适用于该区域沙漠地表的铁路风沙运动计算模

型与程序，为防沙治沙工程提供科学依据。

由于黄宁发表的一篇关于风沙的学术论文，美国探索频道

的编辑联系到黄宁，希望他接受一次专访。对此，黄宁欣然接

受。他希望借此让全球更多人了解风沙研究的价值与环境保护

的重要性。

“沙漠是自然界较为典型的一种地貌类型。我们对这片区

域充满好奇，因为它有太多未知，这是我们工作的动力。”黄宁

说。

探索未知，向火星出发

近年来，黄宁逐渐将研究重点从风沙转向积雪，通过遥感

监测和实地考察，深入研究了祁连山积雪的分布和变化规律。

在崇山峻岭间穿梭，在茫茫雪原上跋涉，黄宁团队收集了

大量数据和样本，并揭示了这些高寒山区积雪水资源的分布规

律和演化机制，研究成果不仅为科学评估这些地区的水资源奠

定了理论基础，也为生态保护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下一步计划中，黄宁已将研究视野扩展至遥远的火星，

这源于地球与火星沙尘间的神秘联系。

黄宁团队与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合作，通过实验观测和数值模拟，分析不同粒径和速度的沙

尘颗粒对探测器表面的磨损程度，提出了定期清洁镜片和使用

防尘涂层等防护建议。此外，为提高机械部件的抗堵塞性能和

寿命，他们提出了优化相关仪器的机械结构、使用防尘材料等

改进建议。

“科研不是一条坦途，但我总是乐此不疲，在探索未知的路

上，与收获成果的喜悦相比，一切困难都是微不足道的。从地球

到火星，我还要继续我的沙尘之旅，我追求科学真理的脚步将

永不停歇。”黄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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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宁（左）在沙漠考察 姻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