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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中的治学与修身 

中国工程 院院士 程天民 

· 卷 首 语 · 

编者按 程天民院士的这篇文章，曾在 2004年第七届全国烧伤外科学术会议上报告 ，结束时全体代表长时间为之鼓掌。作为特约稿，程 

院士重新整理成文。在此，我们将它作为2005年《中华烧伤杂志》的开篇献给读者。希望我国烧伤医学事业的同道能像老前辈那样，胸怀大 

志、脚踏实地，做事做人并举，治学修身相融，在成就伟业的同时成就自己。 

作为科技人员，我们既要治学也要修身，重要而 

困难的是如何把这两方面结合好。科技人员修身做 

人，当然要学习政治理论，把握好政治方向，但必须 

掌握精神实质，力戒空谈浮夸，重在结合实际。科技 

人员做学问应该先做人，做人带动做学问，做好学问 

更好地做人；修身指导治学，治学促进修身；修身好 

一 定要治学好，修身体现于治学，治学不好难以说明 

修身好。 

就科技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际，结合 自己的 

工作实践，对治学与修身探讨以下4个问题，以求教 

和共勉。 

一

、用正确的思想动力指导科研 

我原本从事病理学专业，并决心在这一领域作 

出成绩。后来因为我国研制核武器进行核试验，要 

我参加放射损伤与放射复合伤的研究，转而将我从 

已工作29年的病理学教研室调至卫防系防原医学 

教研室，并负责组建复合伤实验室。 

从20世纪60年代到 80年代，我参加 了14次 

核试验。试验区只能设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那里 

生活、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有时要冒着风险进行现场 

研究，还曾遇到几次险情，经常长期外出给家庭也带 

来很多困难。但是，当亲眼看到我国自己研制的核 

武器爆炸成功、蘑菇云腾空而起的时候，大家无比振 

奋；每次深入爆区察看效应动物死伤情景时，又让我 

深受震撼。核武器的确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地面 

上没有防护的动物成片死亡，近距离内未死亡者也 

大多遍体鳞伤，这些都是真实核武器造成的真实核 

损伤。我不由地联想到，如果真的遭受核袭击，那伤 

亡的不就是我们的人民群众、我们的战士吗?防与 

不防，治与不治，结果大不一样。各类损伤特别是复 

合伤发病机制复杂，救治困难，很多科学问题亟待我 

们去研究解决。此外，除核武器爆炸所致伤害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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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发生次生核损害(核设施遭受袭击后导致核泄 

漏、爆炸、火灾)、核事故(核电站事故、医疗核事故 

和其他核事故)和核恐怖(“脏弹”等)伤害。 

面对这些严峻态势，面对国家和军队的特殊需 

求，我以参加核试验的实际感受以及对科学(防原 

医学)的探索追求，激励鞭策 自己，必须战胜各种困 

难，刻苦钻研，投身于防原医学事业。 

我国早 已停止核试验，但防原医学研究仍需继 

续进行。与此 同时，我又接 受 了新 的研 究任务。 

2001年我74岁，又去荒漠地区参加现场科学研究， 

由感而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戈壁战友分外亲，西 

出阳关有故人。马兰花开迎春蕾 ，孔雀河畔献青 

春 。雷声虽已远离去 ，号角催我又远征。大漠黄 

沙磨利剑 ，卫国安邦斩长鲸 。(注：①核试验基地盛开 

马兰花，故名马兰。②核试验医学研究大队设于古老而干涸盐碱的孔 

雀河畔。③指核试验已停止。④取义王昌龄诗句“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⑤取义李白诗句“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 

由此我体会到，把个人志趣、抱负融合于国家和 

人民的需要之中，就会产生科学研究持久的、正确的 

动力，才能情系祖国安危，勇于献身军事医学。 

二、慎重确立科研方向 坚定坚持科研方向 

科学研究必须经过调研和结合实际，慎重地确 

立科研方向，坚定地坚持科研方向。方向选定难，坚 

持更难，难在坚持，贵在坚持。做科研不是也不能赶 

浪头，应“行情”，而是为解决特定的科学技术问题。 

服务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 

近三十年来，我们艰难而坚定地选择并坚持了 

复合伤的研究方向。所谓复合伤，是机体 同时或先 

后受到两种以上(含)不同性质致伤因素作用而发 

生的复合性损伤，其发生率高，伤类复杂，伤情严重， 

救治困难。研究过程中，我们曾遇到很大的思想压 

力，有些专家称放射病的问题解决了，复合伤就迎刃 

而解，不需要研究；有些专家说单一伤都没有搞清 

楚，怎么能研究复合伤。研究复合伤的工作量比单 
一 伤成倍增加，单一伤一般设2个组，即致伤组和正 

常对照组；而两伤复合至少要设4个组，即1个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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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2个单伤对照组，1个正常对照组。致伤设备和 

动物模型也较难建立。在核爆炸和核事故中会发生 

多类损伤，我们作为防原医学专业的科研人员，为什 

么把复合伤作为研究方向，去啃这块“硬骨头”呢? 

这是因为：国家、军队需要(体现需求)；别人不搞、 

少搞，我们要搞(体现特色)；复合伤“难”，说明许多 

问题尚未解决，正可不断深入，争取创新突破(体现 

创新)。 

能否坚持方向，重在：(1)要有坚持不懈的毅 

力；(2)要有驾驭科研的能力；(3)要形成科学总体 

思路，综合设计，分阶段分层次实施；(4)要在实践 

中调整、完善，在总方向下不断吸取新知识，运用新 

技术，开辟新领域，使研究内容不断拓展深化，使研 

究水平不断提高，实现可持续发展；(5)要长期坚 

持，力戒浮躁，严谨勤奋，一步一个脚 印地做下去。 

这些都是科研人员思想素质与专业素质的重要方 

面，是治学与修身结合的重要体现。 

例如，“放烧与烧冲复合伤的病理学研究”(放 

射损伤复合烧伤、烧伤复合冲击伤)，我们历时二十 

多年，参加十几次核试验，用狗一千多只，其他动物 

八千多只，观察病理切片六万余张，并观测了许多其 

他指标。首次总结 出这两类重要复合伤的病理特 

点，阐明机制，发现了新的病理变化，为临床诊治提 

供了一系列病理学理论依据。此项系列研 究于 

199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又如“放烧复合伤几个关键环节的治疗及其理 

论基础”，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找出关键环节，包 

括：抗休克和保护心功能，造血损害与重建，免疫紊 

乱与调控，肠上皮损伤与修复，创伤难愈与促愈。分 

别研究了这些关键环节的发病机制与救治，而后科 

学组合，进行综合治疗，提 出了治疗原则和救治措 

施。努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怎样治，为什 

么这样治，如何科学组合提高整体疗效等问题。研 

究结果使极重度复合伤动物伤后 30 d存活率达 

92％，100 d存活率达67％，而未治疗对照组动物伤 

后3—7 d 100％死亡。这项研究于 2001年获 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坚持复合伤的研究促进 了学科发展和人才成 

长，使我们学科和研究所在激烈竞争中，被首批并再 

次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开始实施创伤、烧伤与复合伤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计划；承担了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规划资助项目(“973”项 目)和 自然科学基 

金以及全军重点科研项目，这“三重”为进一步发展 

奠定 了牢固的基础。 

三、以辩证创新思维指导科研 

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是科 

技人员治学与修身的重要方面。物质条件极其重 

要，没有先进的物质条件，无法进行先进的科学研 

究。但是，科学思维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科学思 

维基于唯物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思维形成 

科学思路。如果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而有很好的科 

学思路，可以创造或借助他人的物质条件进行科研。 

如果有先进的物质条件而没育很好的科学思维和思 

路，脑子“一团浆糊”，可能做出一大堆指标数据，却说 

明不了实质性的科学问题，更谈不上创新和突破。 

例如对单纯深度烧伤刨面的处理，临床已有成 

熟成功的经验；合并全身放射损伤后，伤情严重，创 

面极易感染出血，愈合时问延缇，难以度过极期 我 

们辩证地思考：放烧复合伤中的放射损伤抑制免疫 

功能，对机体不利。然而有利与不利可以在一定条 

件下转化，能否化弊为利，利 伤情本身的放射损伤 

对免疫排异反应 的抑制，使异体植皮取得成功呢? 

实验结果证实 了这一设想 于早期(伤后 24 h)作 
一 次性切痂移植异体皮，可显著提高动物存活率，延 

长存活时间，避免了因取 自体皮加重伤情和新创面 

难以愈合的困难，较早地消除 了烧伤创面对全身伤 

情的加重效应，变复合伤为单纯放射损伤，顺利度过 

极期，从而显著提高了受体动物的存活率。 

又如输血和骨髓移植啄本是放射损伤的传统疗 

法，我们从新的视角进行了研究。发现骨髓造血功 

能衰竭模型(照射10 Gy)伤后1 d输入不同种类的 

血(新鲜血、离体照射 20 Gy的血和4℃储存 7 d的 

血)，产生了明显不同的效应：输新鲜血后，异体骨 

髓移植成功率和受体动物存活率较单纯骨髓移植组 

显著下降；而输男外两种处理血，异体骨髓移植成功 

率为100％，术后 100 d还能找到源自输入的骨髓细 

胞，提高了受体动物存活率：进而用免疫学方法检 

测受者，输入新鲜血后反映免疫活性的T淋巴细胞 

及其亚群显著增加，而输入处理血后则显著降低。 

其机制是经照射或储存的“低淋巴细胞血”降低 了 

排异反应，促进异体骨髓移植的成功。据此制订 了 

异体骨髓移植时的输血原则，并在放射事故患者的 

救治中得到实际应用 

由此我体会到，科技人员一定要认真学习唯物 

辩证法，毛泽东的“实践论”和“予盾论”仍是我们的 

极好教材。有了科学思维，就会变得更有智慧，更具 

能力，更加高效。这不仅对科学研究，对其他方面也 

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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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学运用多学科的渗透和多层次的结合 

现代科技发展必然要求多学科渗透，多层次结 

合，并在这种渗透和结合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在 

本专业的基础上，掌握运用多学科、多层次的知识和 

手段，是科技人员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方面， 

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 

人群、整体、脏器组织、细胞、亚微、分子、基因等 

不同层次的研究备有其作用和体现的水平，需要相 

互结合补充，而不是排斥代替。人们常说 level，cel— 

lular level、molecular level等等，又常说什么细胞水 

平、分子水平，将level称为“水平”当然可以，但我认 

为称“层次”可能更为确切。我们必须努力学习运 

用现代生物技术，如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技 

术，但不应轻视其 『也层次的研究。应善于从宏观和 

整体发现并提出问题；从不同层次，重点从细胞、分 

子等微观层次研究具体机制；再回到解决整体问题， 

辩证地实现宏观与微观的科学有效结合。 

例如，我们用病理组织学的光镜方法，在组织细 

胞层次观察到放射损伤恢复后期以及烧伤、冲击伤 

和烧冲复合伤的骨髓组织中，巨核细胞(血小板母 

细胞)体内有为数不等的中性粒细胞，比较不同病 

变结果，认为巨核细胞被中性粒细胞噬食。进而用 

超微病理学的电镜方法，观察到中性粒细胞进入 巨 

核细胞的过程及其在巨核细胞体内进行吞噬活动的 

3种方式，从而确认并命名了“骨髓巨核细胞被噬现 

象”(megaka yocyt0phagia)。临床所 见严重创伤或 

烧伤如发生血小板持续数量减少和功能降低，多标 

志预后险恶，但其原因尚不清楚 本研究证明骨髓 

巨核细胞被噬现象是血小板这些改变的重要原因之 

一  机体有时发生“吞噬 自身细胞反应”，多由巨噬 

细胞吞噬机体其『也细胞，作为小噬细胞的中性粒细 

胞只吞噬细菌或微细颗粒。而在这几类损伤时，体 

积较，J、的中性粒细胞却噬食体积大得 多的巨核细 

胞，即参与机体吞噬自身细胞反应，并以几种方式进 

行吞噬活动，这就丰富了“吞噬 自身细胞反应”和中 

性粒细胞吞噬作用的理论 内容。 目前，我们正在对 

这一病理现象的分子机制作进一 研究。 

在其他一些研究中，我们也综合运用了防啄医 

学、创伤医学、痫理学、免疫学、血液学、细胞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和核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手段，将宏 

观到微观不同层次相互结合，使研究不断有所拓展 

和深化。 

我们努力在实践中使治学与修身相融，促进科 

学研究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成长；努力在科研实践 

中确立正确持久的科研动力和科研方向；确立实事 

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习惯；确立辩证创新的科学 

思维和科学方法。努力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在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好为何做科研、『故什么科研和 

怎样做科研的问题，希望能在军事医学与相关研究 

中不断有所前进，有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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