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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黎晓新：为万余患者送去“光明”

■主持制定我国首部早产儿视网膜病变防治指南
■国内被称 “眼科四把刀” 之首， 国际上被誉 “玻切女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首都十大健康卫士、 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

奖章背后的故事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白天看晚上练 木工练成钢筋工状元
———记北京建工集团三建公司职工刘青华 □左慧萍 文/摄

上世纪80年代， 黎晓新作为
国内最早的一批 “海归”， 回到
了当初默默无闻的北大人民医院
眼科。 30年来， 她不仅让自己从
一名小医生成长为眼科大家， 还
带活了一个科室， 带强了一个团
队。 如今， 她一手托起的这个科
室已发展为名扬中外的眼科中
心。 如今， 黎晓新已凭借高超手
术给上万名患者带来了光明。

多科联动防治病变
早产儿患者致盲率减半

别看已经65岁了， 她天天还
在忙。 因为， 给患者看病做手术
也需要时间， 而不少患者还是头
天晚上就排队挂号， 她不愿让他
们多等， “早一天治疗， 病人就
能早一天解除痛苦”。 由此， 记
者只得于近日借她出诊的机会进
行现场观摩。

来自内蒙古的小孙在怀孕不
足28周时生下一对双胞胎， 但两
个加起来不足5斤的宝宝很快被
送进新生儿监护室， 在暖箱生活
40余天才回到家里。 但出院前检
查发现孩子患有 “早产儿视网膜
病变”， 医生说赶快去北大人民
医院找黎晓新教授， 否则极有可
能失明。 她接诊后立即安排住院
治疗， 经过一周、 二周、 一月的
循环复查， 宝宝的眼睛基本痊愈
了。 临别， 她让小孙过2个月带
孩子再来复查一下。

“其实 ， 给新生儿做视网膜
病筛查一开始并不容易， 就连医
生都反对。” 黎晓新说， 上世纪
90年代初， 早产儿因发育不成熟
一般都要送到儿科 “新生儿重症
监护室” 进行精心养育， 通常要
采取吸氧措施促使肺发育成熟。
吸氧使得新生儿的成活率提高
了， 但因长时间吸氧， 这些孩子
会出现视网膜新生血管增殖， 导
致眼睛发生视网膜病变。

“这是一种严重威胁儿童健
康的眼底病， 而治疗仅有一个时
间窗， 必须在时间窗内进行干预
治疗。 如果到了晚期就无法救治
了 ， 孩 子 很 可 能 就 成 ‘ 睁 眼
瞎’。” 黎晓新说， 要想不错失救
治必须对早产儿进行眼病筛查，
以便早发现、 早治疗。

1995年， 黎晓新成功进行了
第一例早产儿视网膜手术。 治疗
的难题攻克了， 但黎晓新发现仅
做到这一步还不够， 必须把防治

的关口前移。 “早产儿视网膜病
变是可预防的， 关键还在于做好
筛查， 及早发现后通过打激光，
再适当用药， 孩子的视力发育可
以完全不受影响。”

然而， 直到2003年这种早患
儿还在增加。 于是， 她 “斗胆”
给卫生部写报告， 建议对此病变
发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早期干
预。 第二年， 由她主持制定了我
国第一个 《早产儿治疗用氧和早

产儿视网膜病变防治指南》。 从
此， 这项防治工作顺利开展了。
到2005年， 北京地区小儿视网膜
病变发病率便从1994年的20.3%
下降到10.8%。

这些工作也奠定了北大人民
医院眼科在儿童眼病防治的领军
地位， 2005年挂牌 “儿童眼病中
心”， 并成为WHO在中国的儿童
防盲基地， 这是我国唯一的一个
三级甲等医院建立的儿童防盲基

地。

为提高手术成功率
自费出国掌握最新技术

作为我国 “眼科四把刀” 之
首， 黎晓新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
用高超手术给上万名患者带来了
光明。 其中， 被传为美谈的是她
治好曹荣飞眼睛的经历。

1999年， 我国驻南斯拉夫使
馆武官曹荣飞因美机轰炸眼睛严
重受伤， 在北京某医院保守治疗
半年后， 伤口逐渐愈合， 但由于
左眼视网膜的视觉敏锐区———黄
斑部发生了外伤性黄斑裂孔， 中
心视力受损严重， 并伴有严重的
视物变形和近视力受累。 就在医
生们束手无策时， 黎晓新在一个
眼科学术会议上所做的报告让曹
荣飞的主治医生眼前一亮。

之后， 曹荣飞转到北大人民
医院， 接受由黎晓新主刀的玻璃
体切割手术联合自体浓缩血小板
封闭黄斑裂孔术。 术后， 曹荣飞
的黄斑裂孔消失了 ， 视力从0.3
恢复到了0.8。 之所以如此成功，
是此前她已完成了100多例这类
手术。 如果再往前追溯， 可以追
溯到1996年。 那年， 她飞到德国
把这一国际最新技术学到了手。

事实上， 早在1986年她就率
先在国内引入玻璃体切割手术治
疗复杂性视网膜脱离。 此后， 她
一直紧随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
在国内最早开展了老年性黄斑变
性、 黄斑裂孔、 黄斑前膜的手术
治疗。 她也因此在国际上还被誉
“玻切女王”。

观摩过黎晓新手术的人赞叹
说， 看她做手术就像看一场精细
的雕刻。 一次， 她做视网膜脱离
手术治疗， 大家都说没看见视网
膜前面有一层膜。 她说肯定有，
而且很快用镊子轻轻夹起薄如蝉
翼的那一层膜。

在同行看来， 黎晓新的手术
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但
她自己却不满足。 她说： “要想
手术不失败、 少失败， 只有不断
学习、 终身学习。” 为此， 她每
天晚上都要与书为伴。 看门诊时
发现特殊病例， 一定要认真记录
随时总结， 所以她的学术报告每
年都有新的内容、 新的例证。

有一年春节， 为了学习美国
儿童眼病治疗的最新技术， 她自
费飞到底特律一家眼科医院学
习。 家人不理解， 可她说： “我
只有春节可以抽出时间来， 抓紧
学点新技术， 回来就能尽快开展
新的手术了。 ”

做手术不光有技术
还要有爱心和责任心

黎晓新常说 ， 当一个好医
生， 光有技术还远远不够， 还必
须对患者有爱心与责任心。 在眼
科病房的墙壁上， 挂着的一幅字
“爱与光明并存”， 生动展示了她
与患者之间因爱而生的真情互
动。

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 还只
是做些简单眼底病手术的黎晓新
接诊了一位患视网膜脱离的女工
丁师傅。 经检查， 丁师傅属于复
杂性视网膜脱离， 必须做玻璃体
切割， 且切割后为了让视网膜复
位， 需要在眼内填充气体。 黎晓
新给她解释了手术的流程， 并告
诉她术后要面朝下俯卧一段时
间。 “没关系， 只要能治， 不就
是趴些天吗？” 丁师傅回答得很
爽快。

不料， 手术后视网膜并没有
像预期的那样复位， 趴了一周的
丁师傅着急了 。 黎晓新跟她商
量 ： “现在还有一种填充的办
法， 就是用硅油代替气体填充，
不过在国内还没有人用过， 我也
是在国外看过有的医生用。” 丁
师傅听了 ， 想了一会儿后说 ：
“黎大夫， 我明白我这个基本是
不治之症， 您就做吧。 如果成了
算我走运， 不成您也可以积累点
经验， 以后再给别人治呗！”

患者的信任， 让黎晓新不再
犹豫。 她翻阅了有关的书， 又打
电话向国外的同行请教硅油填充
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最终， 黎晓
新不负患者所托 ， 成功完成手
术。 半年后硅油取出， 视网膜复
位良好， 丁师傅的视力保住了。

一天， 黎晓新正在出门诊，
丁师傅来复查， 身后还跟了几个
人。 “我是带着全家人来的， 他
们一定要来看看让我重见光明的
恩人。” 说着， 丁师傅送上了一
幅字 “爱与光明并存”。

刘青华中等身材、 结实的身
板， 脸膛被阳光 “滋养” 得泛着
健康的麦色， 一看就是个干活的
好把式。 坐下来跟他聊聊， 着实
让我吃了一惊： 这个曾经获得过
钢筋工状元的人居然从来没有专
门做过一天钢筋工！ 用他的话说
做钢筋工是业余的， 他现在的工
作主要是放线， 而当初到三建当
工人是以木工的身份被招进去
的。

1987年， 三建公司到河北园
氏县招工人， 当时在家乡木器厂
做木工的刘青华以优秀的理论和
实操成绩在百名应试者中脱颖而
出被三建公司选中， 就这样18岁

的他头一次来到了北京， 在胜利
饭店工地作了一名农合工。 由于
工人少， 木工不仅要干本职工作
还要干钢筋工的活儿， 刘青华开
始学习绑钢筋， 白天看老师傅怎
么绑； 下了班自己找截火烧丝悄
悄练 ， 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学会
了。 三个月后， 他已经是一个熟
练的钢筋工了， 而一般情况下从
新手到熟练工需要半年的时间。
他说： “干活儿就得有点利落劲
儿。” 他伸出关节粗大的双手说，
有时候用力猛了可以捏断一把钳
子。

后来他发现， 绑扎并不是件
难事， 要想在熟练的基础上再提

高， 就看翻样做得好不好。 他开
始自学翻样， 平时一有空闲就骑
上自行车到北京的各个书店转，
甘家口书店成了他的最爱。 他如
饥似渴地看建筑类书籍， 背每种
规格钢筋的重量、 规范和图集。
遇到难题时， 木工手艺就派上用
场了， 叮叮咣咣一通钉出来一个
模型， 用铅笔在上面标出钢筋的
位置， 拿在手里研究， 直到读出
其中的奥妙。 在家里， 经常能看
到刘青华嘴里念念有词的呆坐
着， 以至于爱人说他 “有毛病”，
那是他在回想笔记的内容， 一年
下来， 他不但会作料单， 而且成
了计算异型结构用料的高手。 项

目部只要有异型结构的柱子、 横
梁等别人算不了的都找他， 而且
项目部投标的时候他还要客串一
下预算员 ， 算算工程的钢筋用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