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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玉珍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眼科学家、眼病理

学家，新中国第一代国外留学(副)博士学位获得

者，我国眼科病理学奠基人之一。应中华医学会

眼科学分会眼病理学组副组长李永平教授和《眼

科学报》编辑李扬杵之邀，我作为易教授的研究

生，谨以个人名义，回忆往事，致我最敬爱的导

师和引路人易玉珍教授。

我初识德高望重的易教授是1984年5月3日在

中山医学院中山眼科中心研究生复试会议室。我

们几位研究生完成笔试后，接着由陈耀真、毛文

书、李绍珍、吴乐正等教授进行面试，面试时易

教授和蔼可亲，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并

从此有幸成为她的学生。

1  学识渊博、成果丰硕的眼科学家

易教授 1 9 2 4 年 3 月 1 2 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

的一个普通家庭。她的一生，与人为善、追求进

步、崇尚科学，在最艰苦的时代，选择从医以拯

救贫苦大众于疾病之中。1949年初，她从国立中

正医学院毕业后，先后在湖南军区医院(原省立长

沙医院)、湖南医学院(原湘雅医学院)工作。1954
年，经过严格挑选、考核，而立之年的她作为新

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留学生，被公派到苏联莫斯

科大学国立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攻读(副)博士学位

(图1)。

在莫斯科求学期间，易教授认真学习、团结

同志，于 1 9 5 7 年 6 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9 5 7 年

11月17日，她与上千名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大

学礼堂，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世界是

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

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的著名讲话鼓舞了易教授一辈子，在她85岁

大寿宴会上，易教授还激情澎拜地为我们朗诵了

这段语录。在苏联期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的作者尼古拉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人的

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

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

愧……”，影响了易教授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并

激励她及其学生们在医学道路上永攀高峰。

易 教 授 在 莫 斯 科 的 博 士 学 习 期 间 ， 不 仅 确

立了她正确的人生观和奋斗目标，而且还锻炼出

她严格的学风。据当年与易教授同期在莫斯科求

学，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组织胚胎学家、原毛主席

纪念堂管理局局长徐静教授回忆，易教授非常勤

图1 易玉珍(前排右三)在莫斯科大学求学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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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有着严谨认真的科学作风。在从事视网膜课

题研究时，最初得出的实验结论与她导师的不一

致。于是，她向徐静所在的教研室借来仪器，采

用组织切片方法做进一步实验。最终以严密的数

据 令 导 师 信 服 。 1 9 5 7 年 1 2 月 ， 她 的 研 究 论 文 被

第一届全苏眼科学术大会录用。苏联留学给易教

授留下十分美好的回忆，她一直渴望在有生之年

能 重 返 莫 斯 科 。 1 9 8 5 年 ， 在 广 州 国 际 眼 科 会 议

期 间 ， 易 玉 珍 教 授 亲 切 会 见 了 莫 斯 科 大 学 眼 科

Krasnov教授并进行了学术交流和友好会谈(图2)。

1 9 5 9 年 易 教 授 从 苏 联 学 成 回 国 后 ， 先 在 北

京协和医院工作，后调至中山医学院眼科工作长

达5 0余年。经过本科、博士阶段的系统学习，加

上天资聪颖，她的医学及眼科学知识十分丰富。

1986年1月至4月，易教授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眼科研究所眼病理和眼遗传室访问。多年来在国

内外的不断学习、实践与交流使得易教授学识十

分渊博，先后长期担任中山眼科中心眼科研究所

眼病理室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病理学组

副组长，成为我国著名的眼科学教授。

易 玉 珍 教 授 从 事 眼 科 临 床 及 病 理 工 作 长

达 半 个 多 世 纪 ， 对 青 光 眼 、 视 网 膜 母 细 胞 瘤

(retinoblastoma，RB)、角膜病等疑难眼病的诊断、

教学、科研造诣极深。先后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及省部级课题10余项。发表有创见的论文

20余篇，编写《眼科全书》“白内障病理”章节、

《外科病理学》“眼病理”章节、《角膜病的临床

与基础》“角膜病的病理”章节等。她在我国最早

深入开展了正常人和开角型青光眼小梁网组织化学

和超微结构研究；易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在眼科同

行、中山医科大学病理教研室和中山医科大学肿瘤

医院的科研团队和教授们的协助下，在国内率先

建立了RB细胞株并对细胞株进行了细胞动力学、

形态学、基因和小鼠移植验证，后续的研究包括

了免疫学和中西结合治疗等。上述领域的研究成

果曾获卫生部乙级科学技术成果奖(1983年)、广东

省高教局和卫生厅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983年、 
1987年)。她曾参加国内、国际眼科学术会议，与

国内外同行广泛进行学术交流，以其渊博的学识、

丰硕的成果闻名于国内外眼科界。

2  治学严谨、开拓创新的眼病理学家

易玉珍教授从医执教6 0余年，著述不太多，

这并不是她的成就不多，而是她治学十分严谨。

据我所知，易教授的论著，不是经过深思熟虑、

反复论证是不会轻易发表的。她发表的论文一定

是方法科学、数据严密、结论鲜明的，一定是传

世之作。她回国后的第一篇论文“翼状胬肉的病

理及组织化学检查”由卫生部选送，代表中国参

加1963年在国外举行的第一届亚非眼科会议，受

到大会的好评，为国家争得了荣誉。易教授的严

谨在中山眼科中心是有名的(图3)。早年，眼科中

心的研究生们不太敢请她参加他们的论文评阅和

答辩，因为易教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研究生

很难回答她的提问。不过，易教授的问题不但富

有挑战性，而且会启发研究生们的创新思维，提

升论文的科学水平，以致后来研究生们争先恐后

请她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

易玉珍教授对论文的修改和写作十分认真。

记得我曾经帮助抄写她的“色素失禁症的眼部表

图2 1985年，在广州国际眼科会议期间，易玉珍教授陪

同苏联莫斯科大学眼科Krasnov教授游览广州起义烈士陵

园，并在中苏血谊亭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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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华眼科杂志》)修回稿。对于我抄错的文

字，哪怕是标点符号易教授都一字一句地精准修

正。1984—1987年，我在中山眼科中心读研究生

的那个年代，幻灯片都是先手写再翻拍的，我曾

经帮助眼科中心很多老师手写过幻灯片。每一次

书写，易教授都会认真指导。20世纪80年代，拍

摄组织病理照片相当困难，易教授往往一次又一

次的亲自操作以获得对比度优良、结构清晰的典

型照片。为了确立精准的病理诊断，她总是带领

病理室老师和学生们，深入患者床边，获取临床

第一手资料。她还经常组织和参加各种临床病理

讨论会，为提高临床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水平孜孜

不倦，并以治学严谨而著称于眼科学界。

易教授的后半生主要从事眼病理工作，她从

临床病理角度，在国内外首创了“眼睑恶性肿瘤

的组织学控制性切除术”，既完全切除了肿瘤，

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常眼组织，堪称“精准、

完美”。她积极参与筹建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

第一届眼病理学组。作为眼病理学组副组长，为

我国培养了众多的眼病理医生，为眼科病理的发

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她富有开拓和创新精神，是

名副其实的我国眼病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图4)。

3  教学严格、百年树人的眼科教育家

易玉珍教授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在眼科教学第

一线，无论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还是年轻临

床医生的教学，她都一丝不苟，诲人不倦。2 0世

纪8 0年代中期，本科生的教学没有现在流行的多

媒体PPT，科学而精美的教学挂图更是缺乏。有的

上课老师采用一些公司华而不实的眼球解剖图，

但 当 易 玉 珍 教 授 看 到 这 些 图 片 时 ， 往 往 毫 不 留

情地指出：这些图错误百出，角巩膜缘甚至小梁

网、Schlemm管都没有绘出，这不是误人子弟么！

易 教 授 培 养 研 究 生 ， 十 分 注 重 查 阅 文 献 ，

要求我们尽量不遗漏课题相关的任何一篇国内外

重要文献，尤其是新发表的论文。记得我刚入学

时，易老师要求我翻译一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

论著，我翻译后送给易教授审阅，没想到她居然

拿起铅笔，认真对照原文，密密麻麻的仔细批改

我的翻译稿，顿时让我肃然起敬，以致把这篇文

稿一直珍藏至今。她培养的研究生，而今分布在

海内外不同单位，全部事业有成。

易教授对眼病理进修生、临床住院医生的教

学也十分严格。她建立并领衔的中山眼科中心病

理室在我国眼病理领域一直名列前茅。当年，全

国有不少单位的眼科医生慕名前来学习眼病理。

为 了 提 高 教 学 质 量 和 效 率 ， 易 教 授 克 服 重 重 困

难，购置多头教学显微镜，亲自带领进修生、研

究生、轮转住院医生一起读片、讨论。一个眼睑

乳头状瘤，在病理上竟然有很多种类型，让我们

图3 毛文书教授(前排左一)带领美国卫生部部长等国外眼

科专家参观中山眼科中心病理室，易教授(前排中央)介绍

其研究成果

图4 1990年8月，易教授(前排右四)带领她的学生(张洁，

前排右五；李永平，后排右三；管怀进，后排右二)参加

在青岛召开第五届全国眼病理学术会议，与李凤鸣、郑邦

和、孙宪丽教授(前排右三、二、一，均曾任眼病理学组

组长)和冯官光教授(后排右一，曾任副组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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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大开眼界。易教授注重临床与病理的联系，

反复强调临床病理的观念，为患者的正确诊断和

有效治疗倾注了毕生心血，同时培养了数以百计

的眼科栋梁之材(图5)。

在临床教学上，我们研究生经常跟随易教授

上她开设的“白瞳症”专科门诊。我们在临床工

作中学到了不少她独到的检查方法和诊断思维，

如 R B 瘤 体 表 面 的 苔 藓 样 改 变 、 色 素 失 禁 症 皮 肤

上的甩墨水点样色素沉着等都是她慧眼独具发现

并描述的特征性改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易教授

十分注重眼病的病因诊断，即使是一个结膜炎，

她都仔细刮取结膜囊的分泌物，送细菌培养加药

物敏感试验，以科学选择有效药物，让患者早日

康复。

4  杏林春暖、桃李天下的大家名师

易教授参加革命后，由一个旧中国培养的知

识分子，转变成一个以党的宗旨为己任，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教书育人，多次被中共广东省委

和学校党委评选的优秀共产党员(图6)。

易教授以饱满的热情在眼科耕耘了6 0余年。

其 实 ， 她 近 3 0 年 是 抱 病 坚 持 工 作 的 。 我 入 学 的

1984年秋天，易教授就因肿瘤做了大手术，晚年

她又患有青光眼等慢性病，即使如此，她仍然经

常欣然为学生修改、评阅论文、审校书稿、撰写

序言等。她为人师表，以慈母般的心培养人才，

如今她桃李遍天下，学生遍布全球(图7)。

1 9 8 7 年 8 月 1 5 日，在易教授辛勤培养下，我

的研究生论文“视网膜母细胞瘤及其退行性变的

免疫学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顺利通过

了毕业论文答辩(图8)。毕业后分配到交通部南通

医学院眼科工作。临别时，易教授慈母般地嘱咐

我要努力学习，认真工作，融入社会。此后的2 0
余年，我和易教授经常欢聚在全国眼科、眼病理

学术会议上，我继续向易教授请教如何做人、做

学问。另外，她对学生生活也充满关心和爱护，

我有女儿后，她寄来精美的小孩帽子和围巾；还

常常将师徒们聚会的照片，冲洗寄来，甚至在图

片背面附注时间、地点，提笔“难得一聚”。易

教授对我的培育使我终生受益。我也毕生热爱眼

科病理，在临床工作中，始终以“入木三分”的

图7 前排右起：李英(研究生，美国)、张洁(研究生，美

国)、易玉珍、管怀进(研究生)、冯官光、杨为中(研究

生)；后排右起：金捷(研究生，澳大利亚)、郭蒙歌(进

修生)、谢楚芳(免疫室教授)、郑湖玲(技术员)、小刘(工

人)、郑健梁(技术员)

图6 2008年3月14日，广州花城，时任中山眼科中心主任

葛坚院长(右三)和易教授的学生们为她85岁寿辰祝福[郑健

梁(右一，技术员)、管怀进(右二)、李永平(右四)、易玉

珍(右五)、张平(右六)]

图5 1986年，中山眼科中心病理室多头教学显微镜教学：

前排右起：冯官光(病理室教授)、易玉珍、郑湖玲(技术

员)；后排右起：孙毓黎(进修生)、管怀进(研究生)、韩仪

敏(进修生)、张洁(研究生)、刘杏(住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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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思维开展眼病的诊断与治疗，我还在南通大

学附属医院眼科研究所建立了眼病理室，开展临

床 病 理 诊 断 、 教 学 与 研 究 ， 以 此 永 远 纪 念 我 的

导师。近十几年来，我凭着眼病理较扎实的基本

功 ， 连 续 拿 到 6 项 白 内 障 分 子 病 理 学 方 面 的 国 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易老师的培养下，我还担

任过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委员、防盲学组副组

长、白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

会常委；江苏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主任委员、江

苏省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华眼科杂

志》编委等学术职务；2021年成为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白内障专家全球排名前5 0名。没有

易老师的熏陶，我的这些点滴成绩几乎是不可能

取得的。

她 曾 经 抱 病 为 我 写 科 技 青 年 奖 推 荐 信 、 写

《现代基础眼科学》序言等。1 0余年前，当易教

授获悉我在南通筹建“中国眼科博物馆”时，当

即决定把她精心收藏的全套《中华眼科杂志》捐

献给博物馆。易教授8 5岁大寿时，我带上学生，

南下广州，参加易教授8 5岁华诞志庆宴会，并为

我亲爱的导师献上寿匾“执教六秩春培桃育李蜚

声华夏，悬壶半世纪益视护眸誉满杏林”。

2012年3月1日，90岁高龄、德艺双馨的易教

授，在永远地闭上双眼之际，用颤抖的手写下最后

的遗言：“我要手持红旗……在眼科界要跑在苏联

前……办世界最好的医院。”在她的追悼会上，我

代表她的学生们致悼词，追思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的我国著名眼科大家名师。亲爱的易老师，您

桃李满天下，学生们会永远铭记您的教导，人们将

永远缅怀您的高尚人品和学术成就！

谨以此文缅怀恩师易玉珍教授。

图8 1987年8月15日，研究生管怀进论文答辩会(前排右

起：李绍珍、马巧云、易玉珍、毛文书；后排右起：杨以

嘉、吴乐正、管怀进、冯官光)

本文引用：管怀进 .  深切缅怀我国杰出的眼科学及眼病理学

家易玉珍教授[ J]. 眼科学报, 2021, 36(8): 561-565. doi: 10.3978/

j.issn.1000-4432.202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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