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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学校召开人才工作会议，对过去1年

的人才引育工作进行总结，并部署了下一阶段的

任务。会议表彰了2016年在学校人才工作中做出

突出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中山眼科中心主

任、眼科医院院长刘奕志教授是其中的一位。刘

奕志教授在 2 0 1 6年更应该被人称道与铭记的是

他在内源性干细胞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他带

领中美研究团队的成果——利用内源性干细胞再

生功能性晶状体，入选世界知名医学期刊Na t u re 
Medic ine“2016年度生命科学8大突破性进展”。

这是自2010年Nature Medicine盘点生命科学突破性

进展以来，首次有中国科学家领衔团队的研究成

果入选。

刘奕志1984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系，1992年跟随导师李绍珍院士开展白内障的诊

治与研究工作，并逐渐在国内眼科界崭露头角。

2006年，刘奕志教授在全球率先开展了超声“扭

动”模式新技术的临床研究，进一步提高了手术

效率，增加了手术安全性，发表了全球首篇关于

该技术的论文，并被编入美国、英国等5部国际眼

科专著。

尽管如此，刘奕志教授并未就此止步，开始

把研究方向转向攻克防治婴幼儿先天性白内障这

一世界性难题。经过1 8年的不懈努力，刘奕志教

授带领中美国际团队发现眼球晶状体边缘存在着

内源性的干细胞，可以不断分化生长成晶状体细

胞，并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晶状体原位再生，成

功用于临床治疗先天性白内障。为了更详细地了

解刘奕志教授团队这一突破性成果的意义，揭开

中山眼科中心近几年在国际前沿科学领域突飞猛

进的秘密，分享中心在人才引育方面的经验与做

法，记者于近日采访了刘奕志教授(图1)。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领衔的研究成果是

利用内源性干细胞再生功能性晶状体，为什么会

想到这种新方法呢？您的这一灵感从何而来？

刘奕志(以下简称“刘”)：当人类患上白内障

之后，晶状体变浑浊，我们目前采取的传统治疗

白内障的方法，是把眼球内的混浊体全部清除，

然后再植入全新的人工晶体。但是这里遇到了一

个难题，就是两岁以下的婴幼儿生长发育尚不完

图1 中山眼科中心主任、眼科医院院长刘奕志

·专家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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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因此常规的植入人工晶体的白内障治疗方法

无法应用在他们身上。

在过去的32年里，尽管我们帮20多万名白内

障患者摘除了病灶，使他们恢复视力，但白内障

容易复发的情况也一度令我们感到非常苦恼。白

内障之所以容易复发，是因为干细胞强大的再生

能力，使其杂乱无章地填充了晶状体。也正是这

一点启发了我们：对于正在成长的婴幼儿，能否

利用内在干细胞，再长一个晶状体呢？

于是我们采用新的治疗方法，尽可能地保留

眼中健康的干细胞，然后这些健康的干细胞再利

用其自身的再生功能长出新的健康的晶体，这样

就有效地避免了安装人工晶体带来的排斥以及婴

幼儿无法安装人工晶体的问题，使婴幼儿白内障

不再是不可治疗的疾病。

记 ：研究过程中有何难点，又是如何攻克 
的呢？

刘 ：正如我上面讲到的，利用婴幼儿内在

干细胞，再长一个晶状体，需要攻克两个关键难

题：一是证明干细胞的存在位置；二是研究保留

干细胞和构建再生微环境的新术式。

研究团队发现晶状体存在内源性上皮干细

胞，并证明P a x 6和B m i 1是维持其自我更新和分

化能力的关键因子，发现目前常规的白内障手术

囊袋破口大，损伤内源性上皮干细胞，无法再生

晶状体。我们还创建了一种全新的超微创白内

障术式。传统手术虽然眼球外表的角膜切口为 
3.2 mm，但眼内的晶状体撕囊口为6 mm，而超微

创新术式的眼内晶状体撕囊口为1~1.5 mm，从体

表到体内均实现微创，保存了再生环境，避免损

伤具有再生功能的干细胞。

此外，利用内源性干细胞再生功能性晶状体

这一研究项目还多次获得国家的支持，2013年更

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课题及科技部国家重

大科学研究计划(973计划)的立项支持资助，因此

整个研究进展得比较顺利。在动物身上成功实验

之后，我们又在12名2岁以内的先天性白内障患儿

身上进行临床试验，效果非常好。

记：这一研究成果的突破性体现在哪里？

刘：很多动物受伤后都可以实现再生，像壁

虎的尾巴断掉后，就可以利用自身的再生功能重

新长出新的尾巴。如果人能够把自身的再生功能

充分发挥出来，并结合现代医疗技术将这种再生

能力应用到临床中，很多疾病的治疗都将取得历

史性的突破。因此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新的方向，

可以引导后来人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好，做更大

的突破。

利用体内干细胞有规则地长出一个新的组

织，这是利用自身的细胞来修复组织以治疗疾

病。这一理念可以用在其他器官上，比如肝、肠

这类有再生能力的组织器官。对于病变的这类组

织器官，以前只是采用切除的手段，但是现在是

希望不要破坏有用的组织结构，并且利用身体的

再生能力，在清除病变之后长出新的器官，这将

极大地改变传统的治疗手段，而不再靠人工器官

或者移植的方式。

记：这一研究成果的应用前景如何？将给广

东乃至中国、人类的医疗事业带来什么改变？

刘：1 9 6 6年，Nat ure就已经报道人的晶体可

以再生，但晶体的再生是不规则的，我们采用的

治疗手段是利用干细胞的再生能力引导它有序生

长，但这还需要再进一步研究，让晶状体可以生

长地更加完全和透明。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干细

胞在切掉病变组织之后，可以重新长出新的干细

胞。以前都是在体外培育干细胞，再注入体内，

但是都没有成功。我们的团队是利用体内的干细

胞重新生长，而不是依靠体外的干细胞，跟原来

的手段完全不同。

这项技术自2013年应用于临床，至今已经成

功治愈了几百例婴幼儿白内障患者，为无数家庭

带来了光明与希望。而且这项技术不仅在中山眼

科中心被应用，上海、西安等地国家顶尖的眼科

教授也都尝试了这种治疗方法，也取得了很好的

反响，避免了很多白内障手术带来的并发症。

记：在学校人才工作会议上，您做了经验发

言。国际前沿科学研究离不开一流人才，那么中

山眼科中心又是如何实现“以人才引人才”“以

人才培养人才”的呢？

刘 ：我一直认为，中山眼科中心不仅要成

为我国眼科临床医学最高水平的“国家队”，还

要成为引领世界眼科医学科技创新跨越的“火车

头”。我们先后引进了4名中组部创新类“千人计

划”人才、4名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人才、1名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高层次人才数量甚

至超过一所大学。我们从国外引进一流的高层次人

才，医院培养的一批优秀人才也到国外一流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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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机构和医院任职。国际人才对流现象，也

恰恰说明我们的人才聚集、人才高地效应。

当今社会都在提倡引进人才，但是人才不能

只进不出，要实现大格局下的人才流动，才有利

于人才的培养，才能让人才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

用。人才对流，就是说我们既要吸收引进外来的

优秀人才，同时也要鼓励我们的人才走出去，走

到世界的大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

们中大乃至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提升的一个

重要的体现。人才流动可以促进人才之间的交流

与沟通，有利于实现“以人才引人才”“以人才

培养人才”，从而更有利于实现人才辈出、层次

多样、搭配合理的可持续的人才发展模式。

人才需要在更优秀的团队中，才可以成长

得更好。在吸引人才方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

把自己的平台搞好，提升我们平台的高度和广

度，并且要为人才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更好的

团队、更大的支持。自2012年以来，我们中山眼

科中心先后引进了1 0位千人计划人才，我们拥有

的也是非常国际化的团队。我们的研究团队有近

四十名成员，包括美国、印度、韩国等国家的科

学家。美国伯克利眼科医院实验室关闭后，整个

团队都来到了中山眼科中心。正是这些高水平人

才，在我们眼科中心这个卓越的平台上充分发挥

自己的能力，我们中心才能取得这么丰硕的科研

成果。

记 ：学校提出建设“精准医学国家大科学

工程，建设世界一流的国际精准医疗中心”的目

标。作为引领国际研究前沿的眼科中心，会在哪

些新的方向实现突破？

刘：此前国内或国际的干细胞研究，很多是

在动物或人类体外进行的，有很大的突破，但这

些研究成果不具备人体组织功能。利用人体内源

性干细胞再生治疗，具有无伦理、无免疫排斥、

具组织特异性、原位有序排列、易与原组织整合

及功能连接等特定优势。人类晶状体再生研究成

果意味着我们率先进入再生医学的“无人区”，

开启人类对抗疾病的新路径。我们可以畅想，以

后人类对一些病变组织的器官，能否找准干细胞

位置、完善手术的精准度，实现人类组织器官的

再生呢？

人类晶状体原位再生治疗研究，是我们和多

个国际团队合作的成果。重大成果是全链条合作

的产物，每一方都有优势和强项。中山眼科中心

的强项是病例多，手术技术好，更有雄厚的基础

研究作为支持，而加州大学在遗传研究有优势，

哈佛大学的强项则是特异物鉴定。我们中大是开

展再生医学研究的好地方，基础医学的干细胞、

神经生物学都很强，附属医院的眼科、肝病、血

液、皮肤都是跟再生医学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

可以搭建一个大平台，把基础研究尽快应用到临

床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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