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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亮点：

多方面、多角度地呈现了我国老一辈防原医学与病理学家中国工程院程天民院士的成长历程，他曾

14次参加我国核试验，为铸造我国“医学核盾”做出了重要贡献，其精神值得学习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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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程天民，1927 年 12 月生于江苏省宜兴市。

1951年毕业于第六军医大学，曾任第三军医大学（现陆军军

医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等职，我国著名防原医学与病理学

家，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和工程管理学部院士，中国医

学科学院始任学部委员。随着我国开始研制核武器，进行

核试验，他逐渐由病理学专业转向防原医学，并将两者结合

形成“防原病理”等专业特色。从事医学教育科学研究

70 年，培养了大批人才，主持了多项重大项目。14 次参加

我国核试验，并进行了大量实验研究，为铸造我国“医学核

盾”做出了重要贡献。主编了《核武器损伤及其防护》《防原

医学》《军事预防医学》等多部重要专著。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二等奖 7 项和吴阶平医学

奖等多项重大科教奖。当选全国优秀教师、解放军总后勤

部一代名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央军事委员会授记一等

功。2018 年 12 月，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签署命

令，批准其离休并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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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

学习百年党史，特别是党的二十大精神，激励

我们深切感悟“教育、科技、人才”乃兴国之道、发展

之本。中国工程院院士程天民教授献身科教事业

70年，以其之才，育才举才，“一等功臣、一代名师”

是其家国情怀无私奉献的集中体现。笔者根据查

证得到的多方面殷实资料，更依据长年来与程院士

朝夕相处共事的亲身体验，择要撰写此文，以与读

者共知共学共勉。

1 一方水土养育，艰苦岁月励志

程天民 1927 年 12 月 27 日生于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江苏省宜兴市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周铁镇。

宜兴自古以来人才辈出，出了多位科学家和艺术

家；太湖之滨，鱼米之乡，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他

在这方水土上，自幼受到深厚人文氛围和优美自然

环境的培育熏陶，启蒙起步人生之路。然而，

1937年日寇侵华，“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后不久，

宜兴被日军侵占。程天民的母亲不幸去世，小学四

年级 10岁的程天民即陷入失去母爱、家乡沦陷、国

土沦丧的苦难人生。江苏省立苏州中学因苏州沦

陷迁至程天民家乡宜兴的偏僻农村办学，程天民在

该校学习，又因日军下乡扫荡致 3 次离散搬迁，在

极其困难条件下，老师努力教，学生努力学，彰显了

“苏中”艰苦奋发的教风学风。高中毕业时抗战尚

未胜利，程天民与另 2 位同学，从宜兴徒步穿越日

伪封锁线走到安徽屯溪（今黄山市），在从沦陷区到

国统区后的流浪生活中报考大学。在所录取的

3 所大学中，程天民选择了学医，进入当时在福建

长汀的国立中正医学院，开始走向医学的专业道

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校迁回江西南昌，

并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南昌解放后转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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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程天民由此光荣参军，继续大学学习。程天民

小学、中学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大学前 4 年又处解

放战争，战乱中的求学生涯，更使他深深懂得新中

国来之不易，要爱国、要坚强、要勤奋。

2 从病理学转向防原医学

1950 年，程天民从六年制大学本科的五年级

结业，因学校基础学科教师奇缺，学校领导动员结

业学生留校任教。他本想当一名外科医师，但还是

愉快地服从分配到病理学科当实习助教，当即要独

自一人承担 1 个班的全部病理学教学任务。他只

有大学三年级所学的一点病理学基础，因此他坚持

晚上备课，上午上课，下午带实习，中午训练学生中

的“小先生”，帮助同学识别显微镜下的病理变化。

初出茅庐的程天民，在教学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作为

一名教师的光荣职责，并爱上了这个专业，决心在

这个专业领域努力学习，力求有所奉献。

1958 年，为参加我国第 1 次放射医学会议，程

天民首次接触并开始研究放射病病理变化。

1960年，他又开始研究放射复合伤，并参加了我国

第 1次放射生物学放射医学学术会议。这 2次会议

均为“临时任务”，任务结束后程天民即回教研室继

续从事病理学工作。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

1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主动请缨，上书解放军总

后勤部（现中央军事委员会后勤保障部）要求军医

大学参加核试验，获得批准。1965—1980年，他本

人 14 次进入戈壁滩参加我国核试验。从此，他的

主要专业由病理学逐渐转向防原医学（核伤害防护

医学），并将病理学与防原医学密切结合，形成“防

原病理”“创伤病理”的专业特色。他后来获得的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即是“放烧和烧冲复合

伤的病理学研究”。

3 参加核试验，征战戈壁滩

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是我国进行核试验的理想

地区。然而，那里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夏季酷热，鸡

蛋埋在沙粒中可被烤熟；冬季严寒，呼出的气可立

即结成冰，会把防毒面具的出气孔堵塞；狂风骤起，

黄沙满天，无孔不入，给工作与生活带来诸多困难；

核试验中，人们要完成多项艰巨任务，还将经历诸

多险情。

在核大国对我国进行严密核封锁核讹诈的条

件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成为全体参试人员的

精神支柱。大家战胜了戈壁滩的恶劣环境和试验

中遇到的艰险，圆满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核试验任

务。由军队系统各兵种组成 10 个“效应试验大

队”。解放军总后勤部系统为第一效应大队，主持

全军全国卫生系统动物效应医学研究和后勤装备

物资的效应研究；空军、海军、炮兵、工程兵、装甲

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第二炮兵组成第二至

十效应大队。程天民后来被任命为第一效应大队

（设指挥组、政工组、后勤组）的指挥组组长，精心组

织各参试单位的效应研究。我国抓紧利用大量核

试验的有限时机，进行了国际上最大规模、最大深

度的动物效应医学研究。空爆试验时，蘑菇云烟云

尚未完全消散时，程天民即同大队长率先进入爆

区，直达爆心，察看现场动物伤亡情况。初步划出

动物现场死亡区和整个杀伤区的边界，并速报指挥

部，以从速获知试验核弹的爆炸威力，提供动物效

应方面的依据。地爆或低空爆炸时，效应动物沾满

了放射性落下灰，尽力洗消也难以洗净。离爆心一

定距离内的效应动物体内的铁、钠、钙等金属元素

受中子作用而成为放射性核素（感生放射性），无法

洗消。程天民等参试人员视伤狗如“伤员”，抓紧进

行观察、救治，特别在病理解剖时会受到沾染动物

（照射源）的射线照射，而他们全然不顾。程天民认

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亲自实践、剖检，就无法

为“伤员”制订有效的救治方案。在多次核试验中，

程天民目睹核武器爆炸造成的巨大杀伤，如受核武

器袭击，伤亡的不就是我们的官兵和民众吗？不研

究应对救治防护怎么得了？核试验动物效应是真

实的核武器爆炸所发生的真实的核武器损伤，当时

难得，今后不会再有，无比珍贵。程天民将核效应

动物的大量资料标本视为无价之宝。我国（以至全

球）最后一次大气层氢弹空爆爆心投影点的一只效

应狗的完整标本，现被珍藏在程天民所在的全军复

合伤研究所的实验室。他对从现场带回实验室的

标本材料，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观察研究，阐明了这

些伤害的发生规律、病变的发生机制，形成了核武

器损伤的珍贵研究成果。

4 发展核试验成果，铸造“医学核盾”

在进行多次核试验后，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组

织了 2次“我国核试验技术资料总结”，对核试验中

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进行综合性专题总结，程天民

都参加了。他与王德文、赵乃坤等一起，主持并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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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核武器损伤的病理变化》专题总结，共 6万余

字、200 多幅图片，该总结是国际上这一领域最系

统完整、最具学术权威性的病理学文献。

为使核试验动物效应结果能为部队所用，受解

放军总后勤部委托，程天民主持并与叶常青、王正

国、赵青玉共同编著了《核武器损伤及其防护》，由

战士出版社出版，总后勤部卫生部印发全军。

1978年发行第 1版，1980年发行第 2版。该书对我

国历次核试验资料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再研究，使之

更具系统化、理论化、实用化，成为首部以我国核试

验结果为主要依据的“防原”专著，为建立我国自己

的防原医学提供了系统的学术技术基础。

若遭受核袭击、发生核事故，不仅部队官兵，更

多民众也会受到伤害。为体现平战结合、军民兼

用，1986年，由程天民主编，罗成基、阎永堂副主编

的我国第 1部《防原医学》专著，由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出版，全国公开发行。

核爆炸产生光辐射、冲击波、早期核辐射和放

射性沾染 4种杀伤破坏因素，因而将引发大量复合

伤。单一损伤已很严重，复合伤则更严重，救治更

为困难，是核伤害中的“头号杀手”，是公认的世界

性“硬骨头”。程天民及其团队以国家需求为重，坚

定地选择并坚持复合伤为主要研究方向。在对复

合伤全病程和全身性研究的基础上，凝练了影响、

决定复合伤伤情发生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主要有

早期应激过渡到休克等的级联反应及其防治、免疫

紊乱与调控、造血破坏与重建、肠上皮损伤与修复、

创伤（创面）难愈与促愈，并对这些重大科学问题，

一个一个、一步一个足印地系统深入研究，最终均

取得重要进展。如对创伤难愈与促愈，程天民设计

和实施了多步策略研究。首先，他将临床有效的治

疗技术试用于放射复合伤。如选用骨科加压外固

定术来促进局部 20 Gy 照射的兔胫骨横断难愈骨

折修复，与不加压对照组比较，既加快了愈合速度，

又改善了愈合质量。其次，他根据复合伤的特点设

计治疗方案。深度烧伤创面的处理，在单纯烧伤时

已有成熟经验，但合并放射损伤后，机体因缺乏中

性粒细胞等防御机制，细菌入侵如入无人之境，因

此迅速发展为早期创面脓毒症，显著加重伤情，以

至直接导致死亡。深度烧伤创面治疗必须植皮，自

体皮移植后固然容易成活，但取自体皮会加重伤

情，又留下难愈创面，异体皮移植则涉及排异反应。

程天民思考，合并的放射损伤抑制机体免疫，对机

体不利，然而不利与有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

化，实现化弊为利。他在复合伤后 24 h一次性切痂

移植异体皮，皮片生长良好，取得成功。早期消除

了创面，为全身治疗提供了极有利条件，从而显著

提高了综合治疗的效果。然后，根据创伤愈合机

制，研究参与愈合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研

究影响愈合的关键因素。程天民组织团队逐一研

究参与创伤愈合的炎症细胞和修复细胞、ECM 和

细胞生长因子及各因素网络发展的变化。确认“细

胞因素”是影响愈合的关键环节，遂致力于中性粒

细胞、Fb等的深入研究，并将干细胞研究引入这一

领域。程天民院士的博士研究生史春梦在国内首

先发现克隆皮肤真皮多能干细胞可能促进创伤创

面和骨髓造血的修复，并揭示了这种促愈作用的

机制。

程天民及其团队的这些系列研究，回答并阐明

了放射复合伤时的创伤为何难愈，如何促愈和何以

促愈的问题。

程天民在教研室基础上成立复合伤研究室。

经过 40 多年的艰苦创业，该室从十多个人的小单

位，发展成为全国唯一且有一定国际影响的“全军

复合伤研究所”。也曾研究复合伤的创伤学家王正

国院士称程天民在复合伤领域“在国际上是绝对的

第一把手”；病理学和肿瘤分子生物学家顾建人院

士称程天民“在核爆炸复合伤的研究中，他是中国

当之无愧的第一人”；曾任美国、国际烧伤和创伤等

多个学会主席的Basil A. Pruitt教授称，程天民所做

的是“放射生物学领域的引领性工作（leadship 
work）”。

军队在核试验中，组织七大军区分别组派野战

医院到戈壁滩进行核战争条件下的卫勤演练。程

天民作为解放军总后勤部效应大队的指挥组组长，

参与了演练的设计与实施。随核试验资料逐步解

密，他认真研究有关资料，结合自身体会，撰写了

《我国核试验现场的多次卫勤演练及其现实意义》

专论，在《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2016年第 7期

发表。该专论对真实核现场进行的分级救治（现场

抢救、早期救治和医院治疗）、核沾染区的伤员救

治、沾染伤员的院内救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科

学的论述，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011 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严重事故后，引起一

些国人的恐慌。程天民、粟永萍组织复合伤研究所

同志，奋战 3个昼夜，编著了《核事件医学应急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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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防护》科普读本，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全国

发行。

程天民通过大量实践，真切地感悟，将个人志

趣、抱负融合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之中，以及对科

学的追求之中，会产生持久的强大动力，去战胜各

种各样的困难，去夺取一项又一项的成就。程天民

及其团队正是通过这些亲身历练与大量实践，完成

一件一件实事要事，为国家建立防原医学、铸造“医

学核盾”，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5 谋划办学治校，深化教育研究，潜心教书育人

1986 年，程天民由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邓小平任命为第三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校

长，同时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党委决定其为校党委书

记。1985 年中央决策百万大裁军，程天民任职当

年学校就裁减了 400 名干部，而那时，很多地方院

校正在增加招生、扩大规模。为此，程天民反复思

考、多方调研，认为军医大学不可能也不应该走扩

大规模的路子，而应在内涵发展上多下功夫，在高

校主旨“出人才出成果”上多下功夫。遂于 1986年

12 月代表校党委提出了“以质量取胜、以特色取

胜”的办学思想，强调必须办出质量，办出特色。质

量是特色的基础，特色是质量的反映，并确立全校

以军事医学为重点和特色，学校的 3所附属医院应

办成各具特色的综合性教学医院。后经 10余年不

懈努力，第三军医大学在军事医学领域获评 3个全

国首批国家重点学科、获得 3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产生 3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黎鳌、王正

国、程天民），人称“第三军医大学的三三效应”，广

受赞誉，在困难条件下走出了一条成功办学的

路子。

教育必须深化改革。2009年 9月，由程天民院

士牵头，第三军医大学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完成的

“创建现代军事医学学科体系，培养新型军事医学

人才”项目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996 年，程天民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

议组会议精神的启示下，提出创建“军事预防医学”

新学科的倡议，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

员会批准。而后，程天民主编了《军事预防医学》新

教材，实现了创建新学科、编著新教材、开设新课程

的教育改革系统工程，使全军培养的预防医学专业

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显著增加了数量、提高

了质量，为发展部队预防医学卫生防疫事业特别是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设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人

才支撑。

程天民作为一名教师，全心全意为学生着想，

寓德育、美育于智育之中，教书育人，努力讲好每一

堂课，边讲边写边画，生动讲解，启发诱导，深受广

大学生欢迎。毕业多年的学生还记得程老师当年

的教学风采。

6 老而奋发，老而建树

程天民 61岁从第三军医大学领导岗位上退下

来回到原科室，不是担个荣誉职务，乐得清闲，而是

继续投入科教工作，与同仁合力创造新的成绩。他

的科教成果和编著的重要专著，大多是 62~91岁期

间获得和完成的。如：1993 年 66 岁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一等奖；2009 年 82 岁获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2000 年 73 岁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

术进步奖；2006年 79岁获光华工程科技奖，同年获

重庆市首届科技突出贡献奖；2017 年 90 岁获吴阶

平医学奖。1997年 70岁创建“军事预防医学”新学

科，在新学科概论基础上，2006 年 79 岁主编了

246万字的《军事预防医学》，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图

书奖；2016 年 89 岁还编著了《论文论坛与论述选

集》。1995年当选全国优秀教师，1997年当选解放

军总后勤部一代名师，2002 年获全军院校育才金

奖。 2001 年，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授记一等功；

2006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07 年，被评

为建军 80周年全军英模。2018年 12月 20日，中央

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批准其离休并授

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2021年，庆

祝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其颁发“光

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离休后的程天民仍离而未

休，继续为“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贡献余热。

7 结语

防原医学与烧伤医学 2 个学科，专业相近相

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程天民等曾多次参加国

际、全国、全军烧伤会议，并作学术报告。程天民与

我校、我军、我国几代烧伤学家情深意厚，相知相

笃。我们撰写此文在《中华烧伤与创面修复杂志》

（原《中华烧伤杂志》）上发表，是为了让各位同仁继

续秉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

程中携手奋进！

（收稿日期：202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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