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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家精神

李桓英将全部精力贡献给麻风病

防治和研究工作，解决了麻风病防治

领域重大策略和技术上的关键问题，

为我国政府制定控制和消灭麻风病的

整体规划和全球实现消灭麻风病目标

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不悔抉择，彰显爱国情怀

李桓英于 1921 年 8 月出生在北

京。童年时，她曾跟随父母在德国柏

林生活过一段时间。回国后，因父亲

工作变动，她辗转多地求学；报考大

学时，因目睹西方医学的迅猛发展而

立志学医。1945 年，艰苦学医 6 年的

李桓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同济

大学医学院。1946 年前往美国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

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

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1948 年世界卫生组织（W H O）成

立，李桓英被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推荐成为 W H O 首批官员。在任

职的 7 年间，她被派往亚洲、美洲等

许多国家和地区，为防治性病和雅司

病等疾病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蔓延付出

了艰苦努力，受到 W H O 的好评。

那时李桓英拥有中、美两国两所

知名学府的学习经历，还有联合国工

作的重要经历。这样的人生轨迹，对

青年人来讲可谓是走上了人生的一个

巅峰。但对于李桓英来讲，这更像是

今后人生道路的一个铺垫。当时，李

桓英全家已移居美国，父母兄弟都希

望她留在美国。然而，面对富裕的生

活和祖国的需要，她在自己的人生道

路上做出了重大的选择。

1957年，在为 W H O 工作 7年期满

时，李桓英婉言谢绝了 W H O 续签 5年

合同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

敦，几经周折，于 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

了祖国。那一年，她 37岁。

创新担当，树立大家典范

麻风病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它

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

病，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严重

时会导致面部畸形、肢端残疾，历来

被认为是“不治之症”。麻风病患者更

是备受歧视。

20 世纪 70 年代末，已年近花甲

的李桓英了解到，W H O 正在研究一

种联合化疗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药

物配方已经完成，但是缺乏临床试

验。为了争取到 W H O 免费的药品支

持和试验项目，李桓英开始在全国范

围走访调查。在李桓英的办公室有一

张云贵川交通图，上面插了 20 多面三

角旗，那是她的足迹所到之处。7 个麻

风病发病率较高的州和县，被李桓英

选定为治疗试点地。

1982年，李桓英向 W H O 递交了一

份关于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

W H O 批准了在中国进行联合化疗方法

的项目。她建立多个联合化疗试验点做

临床试验，根据我国麻风治疗标准，每年

她和基层麻风防治工作者一起仔细调

研，前 5年按月观察之后每年调查 1次，

前后达 15年之久。

看到麻风病患者要承受疾病与歧

视的双重折磨，生活痛苦凄凉，她产

生了深深的同情，更加坚定了一定要

消灭麻风病的决心和信心。

为了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法，李桓

英敢于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她将国

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

合，率先开展了服药 24 个月就停药的

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特别行动

计划。全国的麻风病患者从原来的 11

万人下降到不足万人，而且年复发率

仅为 0.03% ，大大超过国际上年复发

率小于 1% 的标准。

李桓英的工作证明了麻风病患者

的治疗无须住院隔离，解决了麻风病

的治疗难题，为数以万计的麻风病患

者解除了疾苦，对消除社会歧视起到

了积极作用。

1994 年她的工作被 W H O 在全球

推广。1996年，她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

除麻风运动，首次提出麻风病垂直防治

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该模式被

称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促进了麻

风病的早发现、早治疗，为我国乃至世界

麻风病防治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执着进取，续写老骥壮心

李桓英一生孑然一身，把毕生的精

力都献给了麻防事业。正是由于我国在

麻风病防治工作领域作出的突出成就和

贡献，1998年第十五届国际麻风会议在

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也是为了纪念现代

麻风防治 100周年，具有特别意义。在大

会期间，李桓英被推选担任本次大会的

轮值执行主席。

作为我国著名麻防专家和 W H O

第七届麻风病专家委员会 8 位专家之

一，李桓英在会上作了《在云南实施麻风

病防治特别行动计划的报告》，博得与会

1000 多名中外专家经久不息的热烈掌

声。她领导开展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

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被誉为全球最

佳。W H O 官员诺丁博士紧紧握着李桓

英的手说：“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

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40多年来，李桓英针对国内外麻风

病防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多项现场研

究，缩短疗程，消除歧视。

她在麻风病防治研究上的成就赢得

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获省级科

学技术进步奖 6项，主持的“全国控制和

基本消灭麻风病的策略、防治技术和措

施研究”获得 2001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进入 21世纪以来，她又开展

了麻风病早期发现、麻风菌基因分型、耐

药菌检测、复发及再感染鉴定、麻风易感

基因及免疫学相关基因研究。

李桓英已在麻风病防治领域取得了

斐然成绩，但年过九旬的她仍然奋斗在

麻风病防治研究第一线，生命不息、奋斗

不止，为的就是早日实现彻底消灭麻风

病的理想。她说：“我国虽然基本消灭了麻

风病，但还没有彻底消灭，我们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麻风病的疫苗至今还是空白，

自然疫源也不清楚，从基因水平揭示麻风

病的发病机制还没人涉及……”她带领

麻风病研究课题组的人员进入分子生

物学研究领域，开展麻风病早期诊断、

耐药基因检测和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

旨在通过对麻风病分子生物学水平的

研究，在麻风病的传播方式、发病机

制、检测方法等方面取得创新性突破，

并在麻风病传播链研究、麻风病高发区

预防措施研究及麻风病基因研究方面

取得新成果，为彻底消灭麻风病不懈努

力……

由于李桓英在麻风病防治领域取得

了突出的成绩，她还兼任国际麻风学会

理事、世界卫生组织麻风病专家及顾问、

马海德基金会理事、印度麻风协会终身

会员等职务。

2016年 10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友谊医院党委隆重召开祝贺李桓英

获得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大会。已经

95岁高龄的老教授在会上深情回忆了

自己在战乱中的学习经历、放弃 W H O

优厚待遇毅然回国的信念，与新中国一

同成长的幸福和满足，以及消除麻风病

的坚定和执着。她感谢祖国的培养、人民

的信任和同事们的支持，言语中饱含了

对党、对祖国炽热的感情。

2019年，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等部门在全

国范围广泛开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

动，评选表彰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的英雄

模范，时年 98岁高龄的李桓英光荣当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供稿，选自《科学家精神 奉献篇》略有

删减）

李桓英：为了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

李 桓 英 （1921 年 8

月— ），麻风病防治专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

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

究所研究员。曾荣获首届

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

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等奖项。2019 年荣

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