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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家精神

有一位老人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

“糖丸爷爷”，他就是我国著名医学科

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原

院长顾方舟。一粒小小的糖丸，承载了

很多人童年的甜蜜记忆。但很多人不

知道的是，这粒糖丸里包裹着的是一

位“糖丸爷爷”爱国为民、为抗击脊髓

灰质炎而无私奉献的艰辛故事。

服从国家需要
投身公共卫生事业

顾方舟 5岁时，在天津海关工作的

父亲就死于一种传染病，年仅 33 岁。

父亲英年早逝导致家道中落、饱受贫

困之苦，母亲为了养活 4 个孩子，克服

种种困难考取了助产士执照。历经艰

难的岁月，顾方舟于 1944年考入了北

京大学医学院。

求学期间，当时中国老百姓面临的

卫生环境恶劣，导致多种疾病流行，而

且死亡率很高。顾方舟对百姓深受疫

情之害倍感痛心，在公共卫生专家严

镜清先生的影响下，毅然选择了从事

公共卫生事业。在面对毕业后的选择

时，别人曾对他说，你的手很巧，应该

去当外科医生。他却说:外科医生能治

几个病人呀！公共卫生对我们多重要！

做好了受益的就是一大片！

1955 年，有一种传染性疾病第一

次在中国大流行，在江苏南通共收到

1680例临床报告，其中有 466 人死亡，

患者大多是 0~7 岁的儿童。感染这种

病后，最终会导致肢体残疾甚至死亡，

这种可怕的传染性疾病就是脊髓灰质

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当时中国医学

界对此病还一无所知。

中国有很多儿童因脊髓灰质炎而

瘫痪。一位母亲费尽周折带着孩子来

到北京，找到顾方舟求助，但顾方舟却

只能无奈地告诉家长，这个病只能到

医院去做外科手术，没有什么特效药。

那位母亲的失望和无助深深地刺痛了

顾方舟的心。

1957年，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

开始了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他下

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说：“交给我这个

任务，我无论如何也得把它完成。”顾

方舟和同事们面对艰苦的科研条件，

克服重重困难，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问

题，带领研究小组完成了脊髓灰质炎

的流行性分析，于 1958年用猴肾组织

培养技术在国内首先分离出脊髓灰质

炎病毒，并从病原学上证明南通疫情

是一次以Ⅰ型脊髓灰质炎病毒为主的

大流行，为脊髓灰质炎的防治打下了

良好基础。

为国家甘冒风险
走“活疫苗”道路

研制疫苗是防治脊髓灰质炎唯一

的办法。1959年 3月，顾方舟等人受命

赴苏联考察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

考察期间，一场关于两种脊髓灰质

炎疫苗的争论在学术会议上展开。一种

是美国研制出的死病毒疫苗，另一种是

美苏联合研制的减毒活病毒疫苗。

一个重大抉择摆在了顾方舟面前，

是选择死疫苗技术路线还是选择活疫

苗技术路线呢？经过深思熟虑后，顾方

舟认为当时我国人口众多，生产力也

不发达，应该走活疫苗路线。他认为，

从理论上来说，活疫苗不但能够消灭

脊髓灰质炎，而且经济上国家能承担

得起。

1959 年 10 月，经卫生部批准，由

顾方舟任组长的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研

究协作组成立。经过艰苦的努力，1960

年 3 月，第一批减毒活疫苗试制成功。

经过动物试验，证明疫苗在动物身上

是安全有效的。

但接下来的疫苗Ⅰ期临床试验需

要先在少数人身上试用。冒着有可能

瘫痪的风险，顾方舟和同事们亲自验

证活疫苗的安全性，他和研究室的同

事们义无反顾地喝下了疫苗，经过一

周的观察，他们的身体没有出现异常，

初步证明疫苗在成人身上是安全的。

但要想验证疫苗的安全性，必须在儿

童身上做试验。谁愿意冒着难以预料

且无法承受的风险，拿自己的孩子做

试验呢？

顾方舟的大儿子那时刚好不到一

岁，正好符合试验条件。他做出了一

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瞒着妻子

给儿子喝下了疫苗！许多研究人员也

纷纷决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试验。顾

方舟后来回忆道，即使有风险，也豁

出去了，不然的话试验没法进行，自

己的孩子都不敢吃，怎能让别的孩子

去吃呢！

那段日子也是顾方舟做父亲最细

心的时候。顾方舟和同事的孩子的每

一个喷嚏、每一声咳嗽，都让他们心惊

胆战。“孩子还好吧”，成为顾方舟和同

事们每天见面的第一句话。一个月的

测试期在提心吊胆的煎熬中慢慢过

去，孩子们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这证

明了疫苗是安全的。

全中国的孩子一个也不能少

在顾方舟的脊髓灰质炎免疫策略

中，全中国的孩子一个也不能少。疫苗

口服率要达到 95%才能形成免疫屏障。

这意味着，远在青藏高原、西北大漠、

西南深山中的孩子无一例外都要服用

疫苗，稍有疏漏，病毒就有可能重新开

始传染。为了防止失去活性，疫苗需要

冷藏保存，但当时中国尚无疫苗冷链运

输，这为疫苗覆盖到全国的中小城市、

农村和偏远地区增加了很大难度。此

外，液体疫苗装在试剂瓶中运输也很不

方便。

有一天，下班后回到家中的顾方舟

仍在思考免疫策略问题。儿子看着他，

他顺手拿起桌上的糖果，在儿子面前晃

了晃，儿子就伸出小手来抓，急迫的样

子让他一下有了灵感。

“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

呢？”这一念头涌上顾方舟心头。自此，

顾方舟开始了疫苗糖丸的研究。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脊髓灰质

炎糖丸疫苗研制成功了。糖丸疫苗在保

存了活疫苗病毒效力的前提下，延长了

保存期———常温下能存放多日。为了让

偏远地区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顾方舟还

想出了一个运输疫苗的“土办法”———

将冷冻的糖丸疫苗放在保温瓶中。

糖丸疫苗的推广，让脊髓灰质炎的

年平均发病率从 1949 年的 4.06/10

万，下降到 1993 年的 0.046/10 万，使

数以万计的儿童免于残疾。2000 年，

“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

式”在北京举行，已经 74岁的顾方舟作

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国从此

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从无疫苗可用到消灭脊髓灰质炎，

顾方舟一路艰辛跋涉。当人们对他说，

他护佑了数千万中国儿童的未来时，顾

方舟并没有感到高兴，“如果我早一点

研究出疫苗，就能治好更多人，还有许

多孩子我没有救回来。”

在一次采访时，面对镜头的顾方舟

一度哽咽，“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

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这是“人民

科学家”顾方舟最朴素的话语，这也是

最真挚、最伟大的心声。他用一生的时

间，为中国几代人构筑起远离脊髓灰质

炎的方舟，这一方舟必将载着他对国家

和人民的热爱护佑更多儿童。

（张佳星供稿，选自《科学家精神爱

国篇》，略有删减）

顾方舟：给国人造一艘远离脊灰的方舟

顾 方 舟 （1926 年 6

月—2019 年 1 月），著名医

学科学家、病毒学家。长期

从事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

苗研究，建立了脊髓灰质炎

病毒的分离与定型方法，制

定了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

试制与安全性标准。我国脊

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

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

者，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

的生命健康，让中国进入无

脊髓灰质炎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