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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眼科之父”郭秉宽教授诞辰120周年
他从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走

来，为祖国的眼科事业发展做出

了卓越贡献。他潜心科研、深耕

临床，在沙眼和角膜病的研究上

取得重大突破，积极推广角膜移

植术，为众多眼疾患者带来光

明。他致力于眼科教育事业，主

编国内第一本中文版眼科学教

材，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高级眼

科专业人才。

11 月 20 日是“中国眼科之

父”郭秉宽教授 120 周年诞辰纪

念日。郭秉宽（1904 -1991），著

名眼科学家，一级教授，博士生

导师。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

评议组成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

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

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眼科学会

主任委员，《中华眼科杂志》副总

编辑。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

员、第八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

员；九三学社上海市第九、十届

委员会常委、上海市第十一届顾

问；上海市政协第二、三、四、五、

六届委员；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

眼耳鼻喉科医院副院长、眼科研

究所所长、眼科教研室主任。

近日，《秉心而行 宽仁厚德

——郭秉宽教授诞辰120周年纪

念文集》正式出版，这本书既是

对郭秉宽教授卓越成就和崇高

精神的缅怀致敬，也是赓续和弘

扬上医光荣传统的宝贵实践。

这也是《百年上医·大师风采》系

列丛书中的一本。

立志将眼科作为毕生的事业

福建龙岩，四面环山，风景优

美，气候宜人，1904年11月20日，

我国著名眼科专家郭秉宽教授就

诞生在这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20岁那年，郭秉宽以优异的

成绩考入北京私立协和医学院，

在协和医学院，郭秉宽遇到了影

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眼科

的皮乐德教授。在他的建议下，

郭秉宽自费到当时的世界眼科

中心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留学。

1934年秋，郭秉宽获得医学博士

学位后，又在皮乐德教授的推荐

下，在维也纳市立总医院担任了

两年的眼科住院医师。他在世

界临床眼科病理的前沿领域工

作，这段经历为他未来的眼科学

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9月，郭秉宽怀着“科

学救国”的理想，踏上了阔别八

年的祖国土地。1937 年八一三

事变，上海遭受日方的狂轰滥

炸，郭秉宽和同济医学院的爱国

人士一起，创办了战时重伤医

院。他还先后出任同济大学医

学院、贵阳医学院、国立上海医

学院（重庆）教授，并应对战时医

学教育的需求，开创了“突击”

“速成”式的眼科学授课方法。

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郭

秉宽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形成一

系列创新成果。他探索沙眼的

早期诊断，将 8 年的研究心得写

成论文《初期角膜血管翳——沙

眼原发性角膜感染早期诊断的

重要体征》，该文发表在 1946 年

的 American Journal of Ophthal-

mology (《美国眼科杂志》)上。这

个发现使许多沙眼病例得以早

期诊断。

早在1946年，郭秉宽就在国

内开展并推广角膜移植手术，并

总结自己做角膜移植手术的经

验，撰写多篇论文。

1948年底及1949年初，郭秉

宽所在单位奉命迁往台湾，他拒

绝随往。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

投身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建

设，为我国的眼科事业的进步做

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农村

地区沙眼患病率几乎达到 90%，

是中国当时排在第一位的致盲性

眼病。遵循防治并重的原则，郭

秉宽为推动沙眼防治工作做出积

极贡献。1950年，上海市卫生局

举办大规模的卫生展览会，其中

有关沙眼防治宣传的工作在郭秉

宽主持下由当时的眼科学会主

办。在他的带领下，学会整理完

成所有有关沙眼防治的专门与通

俗资料，拍成照片百余份，一一加

以注解。全套照片资料及宣传内

容先后在上海及北京展出，对沙

眼防治起了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沙眼

中心防治所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

信誉，每日就诊患者达两三百

人。到了盛暑，几百名患者聚集

在门诊，拥挤又炎热，环境可想而

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郭秉

宽在防治所看诊。他住的地方离

沙眼防治所很远，开诊时很多眼

科疑难病患者慕名而来、翘首以

待，为了满足患者需求，他总是提

前到岗，耐心详细地给患者诊

治。有时下班铃响了，但他常常

不下班不吃饭也要看完患者。

郭 秉 宽 编 著《眼 科 学》于

1951 年 10 月出版问世。这是国

内第一本系统的《眼科学》，问世

不久即告脱销。该书的编撰工

作是郭秉宽在诊务与教务工作

之余完成的。回忆起编纂该书

的艰辛，郭秉宽自言“《眼科学》30

余万言，插图百余幅……我一个

人居然能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

我自己也很难相信”。

创办眼耳鼻喉专科医院
及专修班

1952年，随着全国高等学校

院系的调整，上海医学院改名为

上海第一医学院，并将原来的附

属中山医院与华山医院中的眼

科与耳鼻喉科划出，成立了附属

眼耳鼻喉科医院。专科医院的

建立摆脱了综合性医院“小眼

科”长期从属于“大外科”的局

面，为医教研工作的蓬勃发展建

立了基地。附属眼耳鼻喉科医

院成立后，郭秉宽担任眼科主任

与教授并兼任副院长。

眼耳鼻喉科医院成立时，眼

科仅有医生12名，病床30张，每

日门诊量30-50人。到1965年，

医院眼科已被公认为全国眼科

中心之一。医生达 30 人，病床

120张，日门诊量350人左右。作

为学科带头人，在郭秉宽的领导

下，短短十余年间，医院眼科医

教研获得迅猛发展。

传承郭老不畏艰辛开拓进

取的精神，如今历经70余年的发

展，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

眼科已经发展成为集医疗、教

学、科研于一体，眼科亚专业门

类齐全、医疗技术精湛、诊疗设

备先进、科研实力强大、国内领

先、国际知名的眼科中心。

1952年，郭秉宽从上海第一

医学院招收的一批新生中，挑选

出90余名成绩优异的学生，组成

眼耳鼻喉科专修班，这批学生于

1955年毕业，不论留校的还是分

配在全国各地的，都成了国内眼

耳鼻喉科专业的骨干。眼耳鼻

喉科专修班的开办，打破了医学

教育长期以来以“大科”为主的

传统制度，扩展和积累了集中培

训专业人员的教学经验。

“在上医教学工作的三十二

年中，我先后经历了四件最为振

兴人心的大事：其一是首次完成

了《眼科学》的编写出版工作；其

次是成立了眼耳鼻喉科专科医

院；其三是创办了眼耳鼻喉科专

修班（医专丙）；其四是成立了眼

科研究所。”郭秉宽在上医建校

55周年《院庆有感》中写道。

医德高尚关爱患者，
甘为人梯培养学生

郭秉宽始终对患者充满关

爱与同情，为医态度低调谦逊，

一切从病人利益出发，竭尽所能

去帮助患者，关爱患者。“当医生

的就应该全心全意为病员服务，

一切从病人利益出发，这就是医

学上的道德，也叫医德。如果缺

乏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美德，那便

是缺德。”

郭秉宽热爱教学，更善于教

学。在医学教学中，他重视基础

理论，善于引导学生建立系统的

全局观。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批

判不少人感到眼科工作很舒服，

认为只有那么一点小面积好对

付，把眼科看成是无足轻重的

“小科”的观点。他强调“看眼底

绝不可抱有‘一孔之见’，要从眼

底的改变，联系到全身其他系

统，特别是心血管系统的改变。”

在教学方法上，他善于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郭秉宽授

课时层次清晰、条理分明，在听

过课的学生中尽人皆知。更为

重要的是他讲课时不是将书本

照章宣读，而是有破有立，有分

析、有批判，观点明确、立场鲜

明，既敢于肯定正确的观点，也

敢于否定错误的。无论是肯定

还是否定都能举出有力的论据，

反复推敲，以理服人。

为师，他治学严谨，对年轻

人无限关爱。不论是自己的学

生或素不相识的眼科医生，只要

有文章来请他修改，或有著作请

他作序，他都逐字逐句，一丝不

苟地进行修改，甚至连一个标点

符号也不放过。

为学，他正直率真，抵制不良

学术风气。而他自己亦是率先垂

范，在他执教期间，上海第一医学

院眼科发表的文章里差不多每一

篇都渗透了郭老的心血，但他从

不居功，不掠美，不让把他的名字

放在文章的作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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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上海市第三届

“医德之光”“医德楷模”选树活

动颁奖仪式举行。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杜明昆、翁心华 2 位德

高望重的医界泰斗，荣膺“医德

之光”选树人物；周俭、徐文东、

程海东、蔡蕴敏4位医务工作者，

当选“医德楷模”选树人物。

在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

员会办公室、上海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的指导下，自2020年上海尚

医医务工作者奖励基金会和上

海医药卫生行风建设促进会发

起上海市“医德之光”“医德楷

模”系列奖项评选以来，已有 20

位复旦上医人入选。

来源：医院管理处、各附属
医院

6位上医人获颁“医德之光”“医德楷模”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肾内科主任丁小强教授、贾平

副教授，与心外科主任王春生教

授、心脏重症监护中心主任罗哲

教授合作，在《循环》（Circulation）

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晚期远程缺

血预适应预防心脏术后急性肾

损伤的随机对照研究》的临床研

究论文。该研究创新性地利用

晚期远程缺血预适应技术，成功

降低了心脏术后急性肾损伤的

发病率，为心脏术后急性肾损伤

的预防开辟了一条简便、经济、

安全的全新路径。这一发现不

仅为急性肾损伤的预防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广大心脏

手术患者带来了福音。

来源：附属中山医院

二十年磨一剑，急性肾损伤预防获突破

11月13日，脑科学研究院熊

曼研究员在《干细胞研究与治疗》

（Stem Cell Research & Therapy）

杂志发表题为《移植的深层皮层

神经母细胞整合到宿主神经环路

并改善缺氧缺血性脑病小鼠的运

动功能缺陷》的研究论文。该研

究为脑中风/缺氧缺血性脑损伤

等神经系统疾病的细胞替代治疗

提供了一种更安全、更具转化应

用潜力的治疗新策略。

来源：脑科学研究院

干细胞移植治疗添新策

大多数深度学习模型仍主要

用于单链骨架的设计，难以充分

应对更复杂的蛋白-蛋白相互作

用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设计挑战。为此，复旦大学

药学院戚逸飞/王任小团队开发

了专门用于PPI界面序列设计的

模型——ProBID-Net。该模型

能够根据给定的受体蛋白结构，

预测配体蛋白界面上的氨基酸序

列，并在多项测试中展现了优良

的性能。近日，该项研究成果在

线发表于Chemical Science期刊。

来源：药学院

开发深度学习设计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