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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刘祖国(图1)，教授、医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

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曾任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副主任、中

山大学眼科视光学系主任，现为厦门大学眼科研

究所所长、干细胞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医学院

院长。

刘教授为亚洲干眼协会副主席、亚洲角膜病

协会理事、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眼科学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眼表泪液疾病学组组长、中

华医学会及中国医师学会眼科学分会常委及角膜

病学组副组长，中国老年医学眼科专业委员会名

誉主任委员。《中华眼科杂志》、《中华眼科与视

觉科学杂志》、《中华细胞与干细胞杂志》(电子

版)副总编辑。已主编及参编了教材及专著40余次， 
发表文章 3 5 0 多篇，其中在 S C I 收录杂志发表

1 3 0 多篇，在国际眼科最好的基础与临床杂志

(Ophthalmolog y，IOVS)发表26篇，在中华眼科杂

志发表76篇，论文被引用5 000多次，国内近15年
H因子并列位于我国首位。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1项第一获奖人，2项第二获奖人)，八次获

得部、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5次为第一获奖人)，
获得发明专利13项及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等4 0多项基金的资助。在国内外被邀

请作学术报告5 3 0多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获得第八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药明康德药物

化学奖、中华眼科杰出成就奖、亚太眼科学会成

就奖、中国优秀眼科医师及吴阶平医药创新奖。

·专家访谈· 

【编者按】医者，能做到贯微达幽，不失细小，如此可被称为良医。随着现代电脑手机一族的人数增加，眼睛这

个人体精微器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常常因某某角膜捐献者的无私行为而感动，却忽略了站在这一台台移

植手术背后的良医。在第二届岭南眼科论坛上，小编有幸采访到了这样一位名医——厦门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干细

胞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医学院院长刘祖国教授。这次访谈让小编受益匪浅，希望能通过本文让读者们也有所感。

图1 刘祖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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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角膜病的发病情况与易感人群

刘教授(图2)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谈到，根据我

国流行病学的数据显示，角膜病的发病率正在下

降。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进步，整

个社会的公共卫生环境也得到进一步改善，由不

清洁的生活习惯以及外伤引起的角膜病发病率已

经明显下降了不少。感染性角膜病发病率正在明

显下降，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眼科医师的共识，目

前虽然由角膜病引起视力问题的患者存量很大，

但新增病例却在逐渐下降。在感染性角膜病中，

以细菌、真菌、棘阿米巴所引起的感染率在下

降，但病毒感染性角膜病的发病率变化不大。非

感染性的角膜病发病率在增加，导致这个问题的

原因有很多，包括我们生存环境的改善、人类寿

命的延长等。

角膜病的易发人群大致包括：居住在卫生环

境较差地区的人群、从事易引起眼部外伤职业的

工人、居住在边远不发达地区的人群以及自身免

疫功能、抵抗力较差的人群。

2  角膜病的治疗：供体是制约角膜移植的主
要瓶颈

“角膜病目前最主要的治疗方式是药物、手

术以及一些物理疗法(如激光等)，另外还包括非药

物治疗(如各种辅助治疗)。”刘教授介绍道，“不

同于其他眼科疾病的是，治疗角膜病的手术治疗

方式主要是角膜移植，也就是换角膜。”

关于临床角膜移植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刘教授坦言：“最大的问题是材料(供体)的来源不

足。”刘教授认为，供体来源是制约角膜移植的

主要瓶颈。如果角膜材料问题能够解决，那我们

国家角膜移植的手术量就会明显增加，世界范围

内由角膜病引起的视力问题也会有所下降。

刘教授认为临床角膜移植面临的第二个问

题是手术技巧。他指出：“虽然角膜移植手术的

技巧这几年发展迅速，手术也朝着机械化、微

创这个方向发展，但要完成一个好的角膜移植手

术，学习曲线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还需要做好 
培训。”

3  医之所病，病道少

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

对于角膜移植所面临的问题，好的医生关注的永

远是如何扩大“医道”，寻找合适可用的替代之

法。刘教授讲解道，为了解决角膜移植材料来源

的问题，我们国家研发了多种角膜产品，如猪组

织工程角膜，其中有两个产品已被批准使用，还

有三到五个产品已经在临床试验阶段或者处于临

床前研究。这些替代产品可以很好地解决一部分

板层角膜移植面临的问题，并能够使得板层角膜

移植手术能够很大范围的逐渐开展起来。

刘教授认为另一个解决之道是更好地利用每

一个角膜供体。“一个角膜，能够给三个病人，

或者四个病人共同使用，不要浪费角膜材料”刘

教授说道。拿到材料后，要通过各种保存方法、

技术手段，使得材料能够一直保持最高质量。除

此之外，获得的供体要跟最适合的病人配对，以

此来减少角膜移植手术所带来的问题。另外，手

术之后需要进行有效的跟踪，使得角膜移植的并

发症和手术排斥反应降到最小，从而降低移植失

败率。

4  好学之士，咸知向方

好学的人都知道遵循正确的方向。当我们问

到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眼科医生的时候，刘教授

说道：“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选择了学医，进入

图2 刘祖国教授接受AME编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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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之后因对眼科很感兴趣，所以进入了眼科

工作。”当优秀的人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之后，往

往会产生奇妙的变化。参加工作后的刘教授，对

眼科的兴趣愈发浓厚，进而考取了硕士、博士，

到国外进行学习，他对眼科的热爱也深入到了  
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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