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4 年 3 月中旬，一个风和日丽

的清晨，付小兵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以下简称原

304 医院）医务部。他随手拿起办公室

桌子上的一份报纸，恰巧看到了国务

院批准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以下简称杰青项目）的消息。

这一不经意的“恰巧”，瞬时吸引

了付小兵的目光。

彼时的他刚从西班牙马德里大学

拉蒙·卡哈医学中心学成归国，担任原

304 医院创伤外科中心副研究员。刚

刚获得一项资助金额为 6 万元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在国际期刊

发表过论文、出版过学术专著、获得过

国家级奖励……付小兵想了想，觉得

自己也许符合杰青项目申请条件。于

是，他立即投入杰青项目的申请中。

这一年，付小兵 34 岁。

“当时并不知道杰青项目会对我

今后的科研方向起到什么作用，只是

一心想做出点成果。”如今，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付小兵直

言，是杰青项目让他在战创伤医学领

域明确了组织修复与再生医学的研究

方向，也让他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开启

了事业的“黄金时代”。

两次申报终成正果

1994 年 11 月，付小兵清楚记得第

一次参加杰青项目答辩的场景：在北

京西郊的杏林山庄，一个几十平方米

的房间里，评委席坐着中国科学院院

士张存浩等赫赫有名的科学家，严肃

的气氛令不少答辩者正襟危坐。

当时的北京已是深秋，落叶满地，

风一吹，萧瑟中透着凉意，天气也有几

分阴沉。但付小兵的心情却不同于此：

“那是杰青项目设立的第一年，其实我不

太清楚它的重要性，心态反而很放松。”

遗憾的是，付小兵没有通过第一

次的杰青项目答辩评审。

1995 年春，付小兵再次“征战”杰

青项目。“答辩中，当我讲到战创伤救

治时，很清楚地看到‘专家们的眼睛一

下子就亮了’。”

不出所料，付小兵顺利通过了“创

面愈合失控发生的分子生物学机制研

究”杰青项目申请。这年秋天，付小兵成

为全军医药卫生领域首批获得杰青项目

的学者之一，获得 60 万元经费资助。

对付小兵而言，杰青项目不仅提

升了他的学术影响力，也提振了他回

国报效祖国的信心。

在杰青项目的加持下，1995年付小

兵开始担任该院创伤外科研究室副主

任，主管科研业务，同年高票当选为原总

后勤部“十大杰出青年”，荣立一等功。

用付小兵的话说：“那年喜事多！”

他预感到，自己将要挑起重担了。

创新研究引发质疑风波

1998年，付小兵在《柳叶刀》首先报

告了生长因子对烧伤创面的多中心治疗

结果。作为中国人自己研发的用于烧伤

治疗的生物治疗新技术，论文一经发表，

便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然而，由于采用生物技术治疗创

烧伤在国际上还没有形成共识，在杰

青项目结题汇报时，评审专家提出了

不同意见。

付小兵希望进一步深化该研究，

后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

原本 60 万元经费又追加了 20 万元。

令人欣慰的是，这项成果后来直

接推动了中国基因工程生长因子类国

家一类新药的研发与临床应用。据了

解，目前该成果已经惠及超过 8500 万

人次的创烧伤患者。

1999 年秋，付小兵正在实验室聚

精会神地观察人体创面愈合后的病理

标本切片时，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

即创面愈合过程中的一些已经分化的

皮肤细胞居然“返祖”为皮肤干细胞。

“老细胞通常是接近死亡的细胞，

而干细胞是具有无限自我更新能力的

永生细胞。在排除了相关因素后，我认

为皮肤细胞转变为皮肤干细胞现象就

是细胞发生了去分化，通俗来讲就是

‘返老还童’。”付小兵说。

2001 年，付小兵再次在《柳叶刀》

上率先报告了在一定条件下，成熟的

表皮细胞可以通过“去分化”途径转变

为表皮干细胞的重要生物学现象。论

文发表后却遭到了质疑：老细胞怎么

可能逆转为年轻细胞？更有甚者认为

付小兵在搞“伪科学”。

面对排山倒海般的质疑和未知全

貌就扣上的“帽子”，付小兵没有屈从

和沉默。他有理有据地逐一回应，只是

次数多了，有时难免言辞过激。“有的

专家觉得我态度不够谦虚，但我认为，

这不是谦虚不谦虚的问题，这是科学

问题。如果没有证据，只凭主观经验就

质疑这一发现，那我不能接受。”

2002 年，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原

创性发现，付小兵又申请了一个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一系列研究环环相扣、逐步深入，

不仅证实了表皮细胞去分化现象的存

在，而且基本搞清了其发生机制，为组织

修复和再生提供了原创性的理论根据。

转眼到了 2006 年，国际上诱导性

多能干细胞（iPS）的发现，为付小兵有

关表皮细胞去分化的发现提供了直接

证据。当年的各种质疑声被高度赞扬

与肯定取代。

2007 年，付小兵带领团队乘胜追

击，利用细胞去分化的原创性发现，通

过诱导分化成功将人的间充质干细胞

诱导转变为汗腺样细胞，在国际上首

先实现汗腺再生，为解决严重创烧伤

患者后期的出汗难题提供了原创理论

与关键技术支撑，被国际上评价为“里

程碑式的研究”。

至此，经过 10 年左右时间，付小

兵真正实现了从基础研究原创性发现

到初步临床应用的闭环。“古训‘十年

磨一剑’在我们的研究中真正得到了

体现。”他感慨万分。

“回想起来，杰青项目严格的遴选

程序和鼓励创新的评价内核，对我产

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培养了我严谨

求实的学风和坚持科学的态度，更奠

定了我终生的研究方向。”付小兵说。

青年学者要敢于创新

时光荏苒，30 年前带着满腔热忱

回国搞科研的付小兵，如今也成为了

很多科研项目的评审人。

“我比较看重申请人的科研思路

和系统积累。创新思路的提出一般有

两种途径，一种是随着学术积累的深

入逐步得出的发现，一种是基于科学

问题灵光乍现的新理念、新想法。当年

我属于后者。我原本的专业为战创伤

医学，对细胞生物学了解并不多，细胞

去分化现象开始只是一个偶然发现，

后来才得到证实。我的创新应该是当

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并大胆提

出这些表皮细胞‘返祖’为干细胞是细

胞去分化的结果。”付小兵认为，一个

良好的科研生态对于创新应该是包容

的，应该认可一些初期理论依据不足

但具有价值的创新发现，这能够充分

诠释杰青项目中“青”的意义，让青年

学者敢于创新，挑战传统。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成为当下科技界的主旋律。作为为之

奋斗的一员，付小兵这样鼓励青年科

学家：“首先要树立坚定的人生信念，

相信自己能作出具有创造性的贡献；

其次要积极行动，不做思想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子；最后要有创新思维和

不同寻常的思考，要不怕质疑。”

采访的最后，付小兵又重复了一

遍“要不怕质疑”。他的眼神望向窗外，

仿佛又看到了 30 年前的自己。 1993

年，在西班牙留学时，他曾作为优秀留

学生代表立下誓言：“留学完成，立即

归国，实现‘四化’，振兴中华。”

如今，这位喊出了那个时代最强

音的留学生、曾经无惧枪林弹雨参加

战伤救治的人民军医，以及以坚定信

念应对各种质疑的青年学者，已年过

六旬。他心中治病救人的小树苗已经

长成了参天大树，以繁茂的枝叶庇护

着一批又一批的病人。

付小兵 受访者供图

因本报记者 陈祎琪 张思玮
付小兵：创新精神助我开启事业“黄金时代”

人物2024年 11月 8日 星期五

Medical Science News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