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铮院主任医师、博士、教授，“十

四五”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首席

科学家，任上海市医师协会男科医师

分会副会长、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

会男科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适龄人群生育

力评估及健康干预研究”项目专家委

员会主任委员等。长期致力于男性不

育显微外科治疗 / 精子发生机制与干

细胞向精子诱导分化等转化医学研

究，曾获第十七届上海医学科技奖一

等奖（2018）、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

奖一等奖（2019）、全国高等学校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二等奖

（2019，第一）等。

名医简介

“男性健康关系千万个家庭的幸福

与和谐，关系一个民族的繁衍与昌盛。”

12月 1日，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

会在上海召开了男科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大会，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男科主任李

铮当选为该专委会首届主任委员。

“这个专委会的成立恰逢其时。在

这个寒气逼人的冬日，我们的专委会将

成为冬天里的一把火，既照亮男性健康

之路，也温暖每一位深受其困扰的男性

患者。”李铮说。

诊断：多学科多维度分析

“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

增长，健康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相比过

去，男性健康问题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变

得更加严峻了。”

李铮表示，生殖健康是实现健康中

国的核心基石。我国现有 7亿多男性，但

其中 500万是无精症患者，40岁以上男

性中约有一半患有性功能障碍。此外，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等疾病发病率不

断上升，这严重影响了男性健康。

“任何疾病都是遗传、发育和环境综

合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像盲人摸象一

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需要关注人的整

体，有时候看似是下半身的问题，其实是

上半身的问题导致的。”李铮谈到了多

学科诊疗的必要性。

他曾经接诊过一位罹患下丘脑垂体

瘤的患者，由于术后性器官发育不良，婚

后备孕多次失败，在来到上海市第一人

民医院男科之前，没有一个医生认为他

能恢复生育能力。李铮特意邀请了该院

内分泌科与脑外科共同会诊，最终明确

了该患者不育的病因。

“是肿瘤切除手术破坏了下丘脑，

从而影响了促性腺激素分泌。”李铮告

诉记者，经过一年的外源性促性腺激

素针注射，这名患者最终拥有了自己

的孩子。

“如果没有多学科会诊，很多问题都

是一叶障目，找不到真正的答案，更不用

谈对因治疗了。”秉持这样的理念，由李

铮牵头的男科学专委会除男科，还吸纳

了小儿科、内分泌科、遗传学、肿瘤学、心

理学、代谢学等学科人才，同时鼓励年轻

医生加入。目前，该专委会 45岁以下的成

员约占 40%。“年轻人思维更活跃，更能拓

宽视野，从多维度看男性健康问题。”

此外，专委会将建立十个大型培训

基地，致力于提升年轻医生的学术、管

理、沟通和科普能力，帮助其搭建起自己

的学科体系、实验室体系和临床体系。

同时，填补男科指南在精子发生障碍、无

精症领域的空白，充分发挥中医男科、中

西医结合男科、泌尿科、生殖科优势，以

区县为核心，推广男性健康。

“在中国，真正了解男性健康的医生

仍然不足。我们希望多一些医生掌握正

确的男科学知识，这样老百姓就能少走

一些弯路。”李铮说。

治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目前，辅助生殖技术可以满足性功

能障碍患者的生育需求，但仍然无法解

决无精症患者的生育难题。

在探索这些疾病治疗手段的过程

中，李铮擅长借用其他学科之“石”攻男

科之“玉”。

例如在药物方面，利用治疗乳腺癌

的药物“来曲唑”增加内源性雄激素，促

进精子发生；利用能量代谢剂“左卡尼

汀”是促进脂肪酸代谢的必需辅助因子，

而脂肪酸代谢参与精子能量代谢和精子

运动，将其用于治疗男性不育症。

“值得一提的是，核酸药物将成为下

一个时代的‘明星’。”李铮表示，研发核酸

药物是解决男性不育等健康问题很有前

景的方向。目前，李铮团队已经和全国三

家大型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围绕男性精子

的发生、勃起功能障碍、男性更年期三个

领域进行靶点设计。同时，治疗男科疾病

的核酸疫苗也正在研发中，有望通过纠正

精子缺陷恢复患者生育力。

“一个问题的出现不一定是由一个

环节导致的，核酸药物弥补了传统化药

无法从基因、代谢、环境等多角度进行疾

病治疗的局限，可以从多环节多靶点调

控疾病。”李铮表示，因其靶向特异性强、

治疗领域广和长效性的优势，核酸药物

有望成为继小分子化药和抗体药物后的

第三大类型药物。

在学科方面，李铮从美国和国

内神经外科学习了显微外科技术，

用于男科疾病诊断；依托泌尿外科

微创技术，通过腹腔镜、尿道镜解

决前列腺、射精出血等问题，不断

完善手术方案；从整形外科学习了

如何整复性器官；从康复科学习如

何通过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的康复

理念解决患者性问题。

作为“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首席科学家、中国人口与发展

中心“育龄人口生育力评估干预”

项目主任委员、国家辅助生殖技术

评审专家，李铮此前已构建无精子

症诊疗体系，带领团队创建单精子

冻融试管婴儿技术，并创建显微男

科技术体系用于临床，革新显微取

精与精道重建诊疗技术。

“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显微

男科、微创男科、整形男科、康复男

科四大特色核心技术体系，未来还

希望开拓肿瘤男科、心理男科，解

决男性各种健康问题。”李铮说。

从医：力量源自对痛苦的认识

“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我原本的

梦想是成为一名物理学家或建筑学家。”

李铮毫不讳言，最初走上医学这条路，不

是他的主观意愿，也不是家人的“好言相

劝”，仅仅是高考志愿的一次“随机录取”。

如今，李铮已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和南京医科大学的教授，但始终不忘

山东中医药大学是他从医之路的起点。

“刚开始我也不适应中医体系，片面地认

为它和现代医学脱节了，但深入了解后

才发现很有意思，其实它是从另一角度

看疾病，也看世界。”李铮说，这使他比

同道更关注传统文化，并试图将传统文

化与社会现状相结合，以寻找治疗男科

疾病的“中国方案”。

多年来，在李铮的诊治下，5000多

个家庭重获希望，孕育了爱情的结晶。

“中国老百姓是很感恩、很可爱的。我走

到哪儿，都有曾经的病人抱着小孩来看

我。昨天我去泰州会诊，我的一个病人

还专门从上海赶到泰州把他结婚的喜糖

送给我。”

做医生最重要的是不辜负患者的信

任。为此，李铮总是告诫自己的学生，要

提高“眼力”，拓宽视野，还要多走“心”，

走到门诊中，走到患者家中，走进他们的

痛苦。“力量源自对痛苦的认识。你只有

了解他们的痛苦，才知道一个医生应该

做什么。”

“莫以事小而不为。”李铮说，身为

医生不应以发论文、发顶刊为唯一目标，

而要看自己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大

事都是从小事中来的，只有抛弃虚名浮

利，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做好每

一件小事，才有可能成大事。”耳顺之年

的李铮，言语中流露出通透而真诚的人

生态度。

“在我的字典里，办法永远比困难

多。只要患者自己不放弃，我绝不会放

弃他们。”说完，李铮又急忙赶赴下一场

会诊了，而他坚定的声音还久久回响在

空荡的房间。

李铮：用“科技火把”照亮男性健康路
因本报记者 陈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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