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2024年 7月 5日 星期五

Medical Science News 7

洪晶：守护童眸之光

角膜移植是目前国际公认的先

天性角膜病治疗的唯一方法。40 年

前，我国第一例儿童角膜移植手术成

功实施，然而在过去十多年中，全国

一年进行的儿童角膜移植手术量尚

不足千例。作为一种尚在探索中的新

兴技术，儿童角膜移植手术难度高、

风险大、并发症多，国内开展该项目

的医院寥寥无几，很多孩子即使确诊

了先天性角膜病，仍面临就医无门的

困境。

不忍看到此景的洪晶，2008 年率

先在国内开展角膜内皮移植。“当时就

是抱着攻坚克难的态度，这是块‘硬骨

头’，别人避之不及，我们却咬豁了牙

也要冲上去‘啃’。”洪晶坦言，这其中

的动力，一部分是责任感，另一部分则

是源于她遇到的一些患者。

“复明”无需用任何指标衡量

2020年 12月的一天下午，洪晶正

在办公室里复盘病历，微信突然收到一

段视频———礼堂中一个穿着红裙的小姑

娘坐在钢琴边悠然地弹奏着乐曲。

定睛一看，洪晶发现，原来这是一

年前手术、当时复明机会几乎为零的

悠悠。术后，她不仅用微弱的视力在不

到一年的时间里学会了弹钢琴、跳舞、

骑车……还在李斯特国际青少年钢琴

大赛中荣获了金奖。一时间，洪晶难掩

心中激动，一个视频电话就拨了过去。

“在我接诊的众多先天性角膜病

的小患者中，悠悠的病情尤其重：右眼

先天性小眼球、角膜白斑；左眼先天眼

球未发育，几乎没有复明的希望。”洪

晶回忆，第一次见到悠悠时，她已经接

受了两次角膜移植术，但均宣告失败，

复查时医生表示无法再进行手术，只

能依靠药物维持。但是悠悠的妈妈不

愿放弃希望，慕名找到洪晶。

洪晶看到悠悠发白的植片、混乱

的眼前节结构和眼压高等症状，明白

这绝不是简单的植片排异。为了给悠

悠制定科学的治疗方案，洪晶组织了

多学科会诊，经过眼前房穿刺和房水

分子生物学检测，确认悠悠的病因是

巨细胞病毒感染，同时其右眼因为感

染了巨细胞病毒几乎没办法被根治。

面对这样的情况，洪晶并没有放

弃对悠悠的治疗。在进行了一系列抗

病毒及控制眼压治疗的基础上，2018

年 1 月，洪晶为悠悠进行了异常艰难

的角膜移植手术，使悠悠角膜恢复透

明。现在，悠悠的视力能满足基本生活

需要。

“术后的最初半年，那只眼睛就像

正常的一样，悠悠特别高兴。我陪她学

琴，带她看这个世界，带她去画画、打

球、跳踢踏舞，做所有她曾经想做的

事。她还顺利入学了，和小朋友们一起

上课、游戏。我永远记得她是怎样撅着

屁股趴在草坪上盯着一只蟋蟀；怎样

定定地站着仰头观察天上慢慢移动的

云；怎样抱着我专注地描摹我的脸，告

诉我她会好好记住妈妈的样子……”

电话那头，悠悠妈妈抹着泪感谢洪晶，

“我们全家永远感激您，洪大夫。您改

变了悠悠的人生”。

洪晶说，从医生的角度看待角膜

移植，最在意的往往是植片存活时间、

疾病远期预后这些指标，儿童角膜移

植也正是因预后差、并发症多这些难

点，才令广大医者裹足不前。但是悠悠

的经历改变了她的看法，“对于一个渴

望看见世界的孩子来说，复明这件事

无须用任何指标衡量———只要看过，

就足够了，短暂的光明也可能改变孩

子一生的命运”。

“洪奶奶”与“洪宝宝”的医患情

洪晶感慨，给孩子看病难，给孩

子看眼病更难。“很多眼科医生胆大

心细，专业技术过硬，能用比头发丝

还细的线在角膜上一气儿不停地连

缝二十针，针针精准漂亮；但面对诊

室内哭闹不止的患儿，和一群跟在患

儿身后的家长，他们心里就免不了打

起退堂鼓。”

洪晶最开始也是这样。小患者们

见了“白大褂”就害怕，被家长抱着仍

是左歪右扭不配合，各式先进的检查

器械也用不了。他们只能拿着最原始

的手电筒手动检查。检查一个孩子往

往需要两三个医生上阵，诊室里经常

闹得人仰马翻。

即使如此，洪晶对待患儿总是温

柔耐心、循循善诱，孩子们

都亲切地称她为“洪奶

奶”。而洪晶也把这些患儿

亲昵地唤作“洪宝宝”，而

且特别建立了一个“洪宝

宝微信群”。

“儿童角膜移植术后

管理困难，家长又缺乏护

理知识和便捷的沟通及咨

询渠道，早期因不了解复

诊流程耗时耗力，也常因

术后护理不当或病情发现

不及时延误治疗，有时甚

至造成严重后果。”洪晶

说，为了解除这些无助彷

徨的患儿家长的后顾之

忧，她建立了这个微信群。

现在，微信群里有 300 多位家长，

为患儿们的术后护理和就医提供了

“港湾”。没有经验的家长可在群里向

有经验的家长咨询护理知识及术后复

查相关信息，及早发现术后常见症状

及体征，避免贻误病情。医生出诊停诊

信息也会在群内发布，方便患儿就诊。

洪晶告诉记者，这个微信群建立

不久，患儿家长们就为她精心制作了

一个特殊相册，里面是 50 多张被她治

愈的“洪宝宝”照片。

“感谢洪奶奶让我感受美好新奇

的世界。”

“洪奶奶让我知道天是蓝的，树是

绿的，爱你爱你！”

“以前我的眼前是一大片空白，现

在我的眼前是大千世界！”

……

看着这些真挚的感谢，洪晶感动

得热泪盈眶。她在群里回复道：“这是

我从医以来收到的最珍贵、最有价值

的礼物！谢谢你们！”未来，她希望这个

群逐渐壮大，越来越多先天性角膜病

患儿得到治愈。

让患者重见光明
是不变的奋斗目标

从医 36 年，洪晶完成手术上万

台，为 3000 多名患儿带去光明。其中，

自 2008 年至今，洪晶团队一共开展了

590 台儿童角膜移植手术，救治了 475

名眼疾患儿，拯救了数以百计濒临绝

望的家庭。

此外，根据中国人眼部解剖特点

以及角膜病变的特殊性，洪晶参与撰

写了中国角膜内皮移植的手术常规及

围手术期用药专家共识，在国际上首

次出版了《角膜内皮病》专著，拓展了

角膜内皮移植手术的适应证范围，探

索出适合中国人的手术方法，创新了

并发症的处理及角膜供体材料的开发

和利用。因其在角膜内皮移植手术领

域做出的突出贡献，2018 年洪晶团队

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成果奖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并且于 2014 年、

2017 年两次入选“近五年中国角膜病

领域十大研究进展”。

目前，洪晶带领的北医三院眼科

已成为我国角膜内皮疾病及疑难儿童

角膜疾病的诊疗中心，不仅创建眼库、

成立儿童眼病中心，而且完善了北京

唯一一家眼科病毒实验室。他们还在

国内率先开展并完成 2000 余例自动

角膜刀取材内皮移植手术，且在全国

推广，助力更多的患儿获益。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最大的职业

成就感是我们的努力能够保住患者的视

力，使患者重见光明，甚至改变了他们的

人生轨迹。”洪晶说，每当面对这一张张

痛苦的面容、这一道道期盼的目光时，她

就坚定了为他们解除病痛的信念，这是

她数十载不变的奋斗目标。

因本报记者 陈祎琪

洪晶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主任、主

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角膜及

眼表疾病的临床及基础研究，擅长各种疑难

角膜及眼表手术。2008年率先在国内开展

角膜内皮移植，对中国角膜内皮移植术病

因、适应证选择、手术方法及并发症进行了

系统研究，同时针对供体匮乏，开展了婴幼

儿供体的应用及组织工程角膜内皮膜片的

研发，推动了中国角膜移植手术的发展。

名医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