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人都喜欢养小动物， 但
如果常年与动物特殊的气味， 比
如尿液粪便的臭味 、 血腥味为
伴， 你还会有兴奋的感觉吗？ 然
而， 就是这样一种工作， 华润医
药集团 （以下简称 “润药”） 下
属的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生物
评价中心研究员、 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郑礼 ， 在这行一干就是30
年， 他给动物喂药， 收集动物尿
液进行检测， 在小如黄豆的动物
心脏上进行人工结扎， 观察动物
服药后哮喘改善情况……

坚守自己的选择，专
注于所做的事

1989年7月， 郑礼从中国药
科大学毕业， 满怀憧憬来到中国
药品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一心想
在新药研发中干出一番事业来。

进入公司不久， 他就参加了
一项国家新药基金项目， 评价一
种药品的犬毒性。 实验需要给40
多只实验犬口服胶囊， 每天重复
着固定犬、 让犬开口、 给药、 饮
水等一系列操作， 还要观察每一
只犬的排泄情况。 有一次， 郑礼
蹲在笼具边全神贯注仔细检查犬
粪便， 结果被尿了一身还浑然不
觉， 旁边同事赶紧提醒他， 这才
发现。 就这样， 300多天， 郑礼
和同事经常是满身汗水， 身上粘
着动物的毛发、 尿液和粪便等各
种难闻的气味。

有人觉得太累、 太脏了， 坚
持不下去， 离开了； 有人觉得枯
燥 、 乏味 、 简单重复 ， 不愿意
了； 有人觉得清贫， 选择了下海
或者经商。 时光流逝， 当年和郑
礼一起来到中国药研的有30多
人， 现在只有他一人仍然坚持在
这一岗位上。 但郑礼不后悔， 在
他的观念里， 坚守自己的选择，
专注于所做的事， 勿要计较过多
的得失。

郑礼不但坚持了下来， 而且
细心琢磨、 刻苦专研， 别人能做

到的他要做得更好， 甚至要做到
极致。 别人做不出的， 他想尽办
法要做出来， 不但做出来， 还要
做到最好。

追求极致，做出精准
的患病动物模型

2004年， 中国药研做新药研
究要建立肾切除肾病动物模型。
实验中， 结扎血管的线结易出现
脱落， 一般出现20%的脱落为正
常。 但郑礼和他的团队没有停留
在这一水平上， 他们反复摸索、
试验。 实验动物的血管很细， 研
究人员进行结扎操作时要集中精
力 ， 眼睛高度集中盯住操作部
位。 由于长时间过度用眼， 郑礼
出现了恶心、 眼晕等不适。 但他
没有停下来， 咬牙坚持下来， 终
于练就了将脱落率降低到5%以
下， 甚至几乎不脱落的程度。 在
这个过程中， 他总结出了二段线
结、 三段线结、 结中结、 套中结
几种不同的结扎法， 把实验完善
到极致的程度。

精湛的技艺让郑礼能做出别
人建不起来的动物模型。 比如小
鼠心肌缺血模型。 这种模型要在
只有黄豆大小跳动的小鼠心脏上
人工结扎冠脉血管， 造成缺血并

保证动物存活， 难度可想而知。
国内一家著名科研院所的一位从
事心脏疾病研究的博士， 花了长
达半年的时间都没能建立起模
型， 无奈找到郑礼。 郑礼在以往
经验的基础上， 创新性摸索出一
种独特的心脏结扎术， 2周时间
就成功建立了模型， 获得了同行
们的赞许和认可。

这些年来， 为了将动物模型
做得更加精准， 郑礼带领团队反
复琢磨， 反复试验， 经历了无数
次失败， 将建模的成功率从60%
提高到90%。 但他们没有停滞不
前， 而是进一步从各个维度、 各
个影响因素、 每个环节进行细致
分析， 查阅国外文献， 到同行单
位去学习交流， 最终将模型的成
功率提高到100%， 保证了药物
疗效的评价更加准确和可靠。

巧做“奇门暗器”，化
平凡材料为神奇的装置

实验动物中饱含各门各类动
物， 各有其不同的生活习性、 脾
气秉性， 要让它们听指挥， 配合
不同新药研究的需求和标准化的
实验操作规程 ， 来完成各种动
作， 蛮力往往并不能取得好的效
果， 必是要对各种实验动物习性

的谙熟于胸， 以巧劲制胜。 在郑
礼和他的同事们， 这种巧劲靠的
是日积月累的观察和研究。

曾经， 采集动物的尿液是难
度较大的实验。 传统的做法无法
准确把握尿出时间， 难以随时得
到， 有什么好办法呢？ 郑礼在动
物笼具旁边一蹲就是好长时间，
仔细观察动物的一举一动， 不断
琢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终于，
他发现当动物紧张或突然受到外
界刺激时 ， 就会出现排尿或排
便。 郑礼想了很多办法， 自己动
手， 设计制作了一套简易的悬挂
装置， 实现了立即收集到尿液的
目标， 科学高效， 使测定结果非
常接近于真实状态， 且成功率达
到100%， 成为中国药研独创的
绝招， 被命名为 “精神应急刺激
法装置”， 被同行们广泛借鉴和
采纳。

靠着对动物习性的了然， 郑
礼对传统的动物给药方式不断钻
研， 自创了独特的犬灌胃给药简
易装置等 “奇门暗器”， 既快速
又准确， 对动物伤害少， 又保证
了结果可靠， 还提高了效率。 特
别是新药研究、 动物实验， 是极
具挑战性的创新工作， 常常面临
的 一 个 问 题 是 没 有 现 成 的 工
具 和 手段 ， 需要郑礼和团队同
事创新思维， 将随手可得的平凡
材料变为神奇的装置， 需要他们
把自己炼成全能选手， 创造条件
解决问题。

苦练各项技术，新药
创制实现“零”突破

1999年， 郑礼承担了建立心
肌缺血动物模型的任务。 由于当
时的生理记录仪功能有限， 无法
测量、 记录动物心脏信号。 怎么
办？ 郑礼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
自己做一个动物心脏心外膜电
极。 不会电子信号、 生物电、 仪
器仪表、 电学等相关专业知识怎
么办？ 自己学！ 不会电工、 焊接

怎么办？ 自己练！
制作动物心脏心外膜电极 ，

要在5平方厘米面积的外膜上焊
接32个电极点， 对于没有经过专
业训练的人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郑礼从市场上买来电子元器件、
电线、 转换开关等， 边干边学，
反复试验， 不知失败了多少次，
焊坏了多少个电极， 终于制作成
动物心脏心外膜电极， 成功将心
脏的电信号进行引导和记录， 创
造条件保证了试验的顺利进行。

要创新， 需要夯实基础、 需
要创立关键技术， 尤其是进行药
物评价的关键动物模型。 郑礼带
领一支年轻的技术队伍， 苦练新
药研发的各项技术， 从会到专，
从专到精， 技术能力大步提升。
中国药研的疾病动物模型也从无
到有， 建立和完成了上百种动物
模型 ， 并开展了上百项科研项
目、 技术服务， 完成了国家八五
攻关项目、 国家新药基金等项目
的实验研究。

2017年， 在这些年研究积累
的基础上， 中国药研用三年时间
实现了3个 “零” 的突破： 建立
了创新药物评价技术体系、 筛选
出了具有临床价值的专利创新化
合物、 首次开展 “国内新、 全球
新” 国际药物注册。 不仅如此，
还开发出了中国药研有史以来第
一个全新创新药物———全新机制
的类风湿关节炎治疗药物。 在郑
礼的精心组织和策划下， 该药现
已进入系统化的临床前评价阶
段， 即将完成新药的注册。

30年来， 郑礼就是这样踏踏
实实 、 心无旁骛地做着动物模
型、 研究着新药药理评价这一件
事情 。 如今 ， 国家实施创新战
略， 润药以创新为发展的引擎，
不但要从一般仿制到新药仿制，
更要致力于新药创制， 要研发润
药自己的创新药， 郑礼和他的同
事们感到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更
为站在了事业发展的新风口而感
到兴奋。

□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王丹 文/摄

□本报记者 马超

愿做明灯照亮师生前行路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援疆

支教 ， 让我的人生更加精彩 。”
援疆一年多来， 北京市电气工程
学校英语教师李树梅经历了与亲
人的别离， 以及新工作的考验。

2018年8月29日 ， 李树梅和
225名北京同行来到和田，开启在
新疆墨玉县北京高级中学的两年
任教生涯。第一堂英语课，学生们
几乎“零”基础的英语水平。 面对
这种情况， 李树梅在了解学生英
语水平情况后， 决定整合初高中
教材教学内容， 边上新课边补基
础知识，小步快走，逐步推进。

“一张图片，一个字母，甚至
一个动画的设计， 我都会认真推
敲琢磨。 ”李树梅在课堂上与学生
们积极互动， 一边用肢体语言比
划着， 一边用学生们几乎全然陌
生的英语相互交流。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李树梅

看到课堂上学生们对老师的提
问 ， 纷纷举手喊着 “老师 ， 我
来， 老师， 我来”； 原本害羞的
学生在同学面前大声唱英文歌；
有的学生能读懂两百多个词的英
语短文， 还有的学生月考成绩大
幅提升……这些点滴的进步， 李
树梅看在眼睛， 乐在心里。

墨玉北京高级中学是一所新
建学校， 学生较多， 仅高一年级
就有22个班， 1000多名维吾尔族
学生， 87名教师， 其中教师队伍
整体教学经验不足， 很多教师所
学专业与所教课程不对口， 教学
管理与规章制度建设还处于刚起
步阶段。 作为一名高级教师， 李
树梅到学校后接管高一年级教研
组长的职务。

为了不辜负学校和领导的信
任，李树梅从零学起，边请教边实
践。一年多来，在校领导的大力支

持和全体教师的配合下， 高一年
级顺利启动班主任及班干部团队
培养机制， 制定并实施学生早读
午写管理条例， 实现高一教学管
理制度从无到有、 从实施到强化
完善的过程， 取得了第一学期期
末质检统考全县第一的好成绩。

“希望在援疆结束的时候，
能够带出一支有战斗力、 有凝聚
力的教学管理团队。 只有这样 ，
墨玉北京中学才算是真正成长和
强大起来。” 李树梅本着锻炼与
培养的原则， 面对面指导青年教
师备课和授课， 引导青年教师有
效组织课堂管理学生， 大胆重用
有管理潜力的年轻教师。

除了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
李树梅把自己看作是学校的 “管
理员 ” ， 以及孩子们的 “大家
长”， 不仅要检修楼道内的长明
灯， 还利用休息时间提前打印好

带拼音的诗文给学生们讲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 陪他们一起诵读经
典文学诗歌。

“老师，你就像我的妈妈，不
仅给我们生活上的关心， 还教我
们读诗写字。 ”听到孩子们真情的
言语，李树梅眼睛里闪着泪光，她
说：“这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也
曾生过气、掉过泪，甚至无奈过、
动摇过， 但每当看到孩子们有任
何方面小的改善， 所有的疲累都
在一瞬间化为乌有。 ”

墨玉县有很多农村学校缺校
舍、 缺资金、 缺设备， 尤其缺老
师。 “送课下乡可以了解更多当
地教育教学的实际情况。” 李树
梅把握每一次 “送课下乡” 的机
会， 言传身教， 倾囊相授， 与当
地教师讨论教学问题， 给年轻老
师解疑答惑。 她像一盏明灯， 点
燃和照亮了当地师生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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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礼：与动物为伴30年的润药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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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疆教师李树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