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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报记者 廖洋
史伟云：猪角膜让更多人重见光明

角膜病是我国第二位致盲眼病。

目前，我国约有 400 万盲人，角膜移植

是唯一的复明手段，但每年仅有 1 万

人捐献眼角膜，供体材料远远不够。因

此，通过科研手段解决角膜供体的问

题，成为缓解我国眼角膜供应匮乏问

题快速而有效的路径。

近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

科研究所牵头的“新型角膜供体材料

的关键技术创新与临床应用”项目，荣

获山东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项目历经 15 年，多名专家接力攻

关，包括研发全球首个新型生物角膜

产品、创新国内首个人工角膜材料和

制造关键技术、发明活性羊膜保存技

术、创建保留眼球仅取角膜的原位捐

献技术体系、发明生物眼结膜和角膜

内皮再生技术等五项系列成果。所有

科研成果的初心只有一个———让更多

的盲人重见光明。

目前，利用动物角膜尤其是猪角

膜，是解决角膜供体的最佳方案。山东

第一眼科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医院院长

史伟云告诉记者：“猪的基因序列和人

类的基因序列高度相似，且猪的数量

庞大，是最为适合替代人角膜的动物。

但猪的角膜和人类身体仍然存在异种

排斥。此外，猪的角膜和人的角膜透明

度不一样，即使移植成功，术后视力也

较差，甚至 2~3 个月才逐渐透明，不利

于患者的恢复。”

如何把猪角膜中与人类角膜不一

样的抗原和细胞剔除干净就成为关

键。项目组提出基于胶体渗透压平衡

的脱细胞新理论，发明脱细胞保护液，

首创脉冲高静压技术，将脱细胞时间

从 3 天缩短到 2 个小时，解决了透明

性和异种排斥难题。此外，团队发明人

工前房结合飞秒激光技术，解决术后

视力差的难题，临床应用效果达到人

供体角膜水平。这是全球首个新型生

物角膜产品，目前已获得国家 III 类医

疗器械注册证，临床两年多来已在

200 多家医院使用，让 1 万余例患者恢

复光明。

事实上，即使人类角膜供体充足，

10%~15%的角膜盲患者依然无法通过

人的角膜移植恢复光明，如严重化学

伤等。角膜上有大量的新生血管，移植

到受体后，很快就会产生免疫排斥，所

以人工材料合成角膜是终末期角膜盲

患者复明的唯一手段。

史伟云介绍，“我们创新了人工角

膜材料和制造关键技术，用高分子材

料和钛合金做成了人工角膜。这种人

工角膜模仿的是美国波士顿人工角

膜，但我们做了大量的改进。因为欧洲

人的眼睛和中国人的眼睛还是有差异

的，我们把中国人眼睛的解剖指数、颜

色融入到我们的人工角膜中去，无论

是美观度还是术后视力恢复情况都优

于进口人工角膜。”据悉，该产品 4 项

主要指标超过美国产品，获国家 III 类

医疗器械注册证，已使近 100 例盲人

复明，填补国内空白，使我国终末期角

膜盲不再是“绝症”。

生物羊膜是角膜修复的最佳材

料，但活性保存是难题，以往大家都是

取新鲜的羊膜“点对点”使用，或者用

干燥后的羊膜，但这种羊膜的活性和

营养也随之降低。史伟云说，“我们研

发了新鲜羊膜长效保存液，最少可以

让它‘保鲜’2 年，解决了角膜溃疡修

复材料问题。目前全国共有 500 余家

医院在使用该项技术，每年有 2 万名

患者获益。”

眼角膜捐献是光明的传递，我国

每年等待角膜移植的患者数以百万

计，但因供体角膜缺乏，每年角膜移

植手术不足万例。造成这一局面的

原因有很多，首先是认知不足。很多

人存在“眼角膜捐献就是移植整个

眼球”的错误认识。

史伟云介绍：“事实上，早在几年

前，我们团队就创建角膜原位捐献技

术体系，不需要把捐献者的眼球摘掉

后再取下眼角膜，捐献者的遗容不会

再被破坏，让更多人容易接受眼角膜

捐献这一爱心之举。该技术使角膜捐

献量从 200 枚 / 年增加到 5800 枚 /

年，缓解了我国角膜供体匮乏难题，创

造了角膜原位捐献的中国模式。”

此外，记者了解到，此前摘取后的

眼角膜必须在 24 小时内植入患者眼

中，否则容易造成眼角膜的污染和浪

费。团队发明的离体角膜活性保存液，

让摘取后的眼角膜可以保存 14 天，让

更多的患者受益。

结膜大面积缺损和角膜内皮失代

偿是临床治疗的世界难题。团队还发

明了生物眼结膜与角膜内皮再生技

术，获国家创新医疗器械审评。

史伟云说：“下一步，我们团队将

继续攻克角膜材料难题。如今的人工

角膜是没有内皮细胞的，所以不能做

全程的角膜移植。现在我们正在研发

一种特殊材料，可以把内皮贴到人工

角膜上，实现人工角膜应用于全程角

膜移植。此外，我们还在研究一种‘水

凝胶’，若角膜坏了，可以涂上去，不需

要缝合即可快速修复角膜。”

史伟云在介

绍“猪角膜代替人

角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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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立信 200

多名硕、博士中的一员，史伟云与导师

的关系最为密切。也许是由于史伟云

的教育“出身”不好，他的年龄在所有

学生中是最大的一个，最能理解导师

的意图。在导师身边，薄如蝉翼的角膜

成为师徒二人共同的阵地，方寸之间，

医者无疆，播撒光明，初心不改。

在学术上，师徒二人在国际上首

次提出不同真菌感染在角膜内存在

不同的生长方式理论，这个理论对真

菌性角膜的诊断、治疗具有重要的学

术指导价值，打破了真菌性角膜炎不

能行板层角膜移植术的禁区，在美国

眼科年会上被作为重要报告。

从最早协助导师完成我国第一

部《角膜移植学》专著，并在人民卫生

出版社出版，二人之后合作完成了我

国首部 130 万字的专著《角膜病学》。

此时，谢立信告诉史伟云，“你应该走

自己的路了”，今后发表的论文、著作

都要独立完成，形成自己的研究方

向。2006 年，史伟云被委任为山东省

眼科医院院长后，独立在人民卫生出

版社出版了 120 万字的《角膜手术

学》及 180 万字的《角膜治疗学》两部

大型专著。

从不喜欢当医生，到觉得自己最

适合当医生，当眼科医生的感觉“很

好”，史伟云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患

者也改变了史伟云。

史伟云曾接诊过一位新疆的角

膜病患者，6 岁失明，在此后的 20 多

年里，患者依赖政府救助生存。史伟

云给患者移植了由他主持研制的我

国独立生产的人工角膜后，患者重获

光明，能够生活自理并生产劳动，成

为一名真正的“社会人”。

小小的眼角膜，是患者重燃生活

信心的“火种”、回归社会的“通行

证”。患者重获光明的那一刻，是眼科

医生最幸福的时候，这样的“幸福

感”，史伟云经常有。

“眼睛比较干净，即使感染了，也

不会像其它器官那样。眼科的诊疗有

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大家喜欢的地

方。有了光明，感觉是真的把人给救

活了。”史伟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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