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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2017年7月，当我确定了硕士课题的研究

方向——青光眼视神经保护，正式开启研究生之

旅时，我内心激动万分，期待着能在这个研究方

向上有所作为，为青光眼患者的治疗提供新的方

向和思路。

在青光眼视神经保护的研究中，原代视网膜

神经节细胞(retinal ganglion cell，RGCs)的培养尤为

重要。RGCs是视网膜的第三级神经元，是向高级

视觉中枢投射信息的重要视神经元，其轴突是视神

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研究表明青光眼的发生与

RGCs凋亡有关，因此RGCs的变化是研究中的重要

指标。

然而原代RGCs非常脆弱、培养难度大，原代

RGCs贴壁后，细胞会有明显的聚集成簇现象，3天

后可见细胞间有较丰富的突触联系，突触联系主要

发生在成簇生长的细胞间。作为“实验小白”，我

在实验过程中屡屡受挫，为此伤透了脑筋，一度想

要放弃，但是每当我因实验失败而心灰意冷时，我

的导师黄晶晶教授都非常耐心地鼓励我，教导我在

失败中吸取经验，每一次的失败都在为下一次实验

的成功做铺垫。在其中一次实验中，我成功建立了

原代RGCs模型，在建模后的第4天，我通过细胞免

疫荧光研究细胞凋亡时无意中看见一簇荧光标记的

RGCs聚集成一束美丽的“鲜花”，如图1所示，红

色荧光为细胞凋亡标志蛋白Bad，绿色荧光为RGCs
的特异性标志物β3-Tubulin，蓝色荧光为细胞核标

志物DAPI。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惊异于眼前此

番景象，我急忙先用手机拍下此照片，分享给课题

组的老师、同门，图中细胞聚集成团块状，但老师

并未对实验结果表示不满，反而让我保存下来，这

才留下了这一束娇艳的“神经之花”。

图1 原代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免疫荧光染色(×20)。红色荧

光代表细胞凋亡蛋白(Bad)，绿色荧光表示视网膜神经节

细胞的特异性标志物(β 3-Tubulin)，蓝色荧光代表细胞核

(D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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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实

验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现在想来，在实验屡屡

失败、研究进度迟滞的当时，如若没有老师一次次

的引导和鼓励、一次次的包容和理解，我将错过多

少实验的美丽、探索的乐趣？感谢遇见这样一位开

明、乐于倾听的导师，给予我自信和力量，引领我

在科研道路上领略繁花锦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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