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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正在北大进修的张兴儒认识了也在
此处深造的一位西藏学者，得知当地很多百姓求医难。
大量的白内障病人，因为家庭贫困、交通闭塞而得不到
医治，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世界是什么样子。这
使张兴儒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颤。于是，他萌发了组
建“慈善光明行”志愿者医疗队的想法。
一个善念的缘起，无意间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第

一站，!""#年 %月，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佐钦
乡。普陀区中心医院的张兴儒、许琰、黄建军 &个医务
人员加上其他 '"个人，$辆车，带着 !("多种医疗器
械，来到了海拔 $"""多米的雪域高原。
面临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手术室，临时搭

建；而大夫们的营地是更为简单的木棚。没有手术床，
木板钉制；而大夫们的睡铺就在泥地铺上砖块凑合。没
有无菌室，当年的护理部主任黄建军（现为医院党委副
书记），就想办法用消毒液加热熏蒸的办法，保证手术
进行。
抵达佐钦的第一夜，队员们正在会议室开会，准备

明天的诊治，难以预料的突发情况发生了。一个护士急
急地跑过来，对张兴儒说：“有个藏族小孩，食物中毒，
情况非常危急。”
昏暗的灯光下，病床一角，孩子蜷缩在脏脏的被子

下，眼神迷离，呼吸急促，口角吐着白沫。父亲说，原来
小孩三天之前吃了被雷劈死的牦牛牛肉，出现了恶心
呕吐发热的症状。当听说来了上海的大夫，就赶紧把孩
子送来救治。虽然专业不对口，但人命关天，危在旦夕。
张兴儒冷静果断地与其他医师商量后，一面给病人吸
氧、补液、抗炎、退热，给病人排便，一面通过电话，向上
海的儿科专家咨询医治方案。紧张的抢救忙碌到半夜，
小孩的呼吸平稳了、症状缓解了，他们才感到脑袋疼
痛、疲乏无力。非专业对口的病人，考验着他们的仁心
医术；第一次登上雪域高原面临的缺氧，考验着他们的
毅力。
上海专家医疗队来了，喜讯瞬间四散传开。一些牧

民骑马、一些病人骑摩托，翻山越岭到医院就诊。白天，
门诊楼的走廊里挤满了病人。工作提前一天开始进
行。
因为缺乏卫生知识，条件又比较简陋，有些藏胞没

有洗浴的习惯。黄建军他们手术前，先耐心地为患者清
洗眼部，擦掉污垢，然后才准备手术。
手术后第二天，当地医院的护士兴冲冲地报来喜

讯，“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全都看见了！”手术室外没有
了前几天的凝重，病人的脸上露出了此前没有的笑容，
明亮的眸子充满了泪水。虽然语言无法交流，他们用双
手竖起大拇指，表达他们的喜悦和感谢。

自此开始，!"")年 (月，新疆清河县，义诊患者
*+""例，完成手术 (&例；!""%年 (月，甘肃甘南藏族
地区，义诊患者 *"""例，完成手术 **,例；!"*"年 (

月，内蒙古扎赉特旗，义诊患者 ,""例，完成手术 **&

例；!"**年 (月，四川越西县，义诊患者 *$%#例，完成
手术 *%!例；!"**年 *!月，云南玉溪市江川县为 $)

例贫困患者送光明。
到了今天，要求参加“慈善光明行”的志愿者队伍

已经壮大成拥有 !""多名、各大医院眼科专家争相报
名的强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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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他组织发起了为少数民族地区患
者医治白内障的“慈善光明行”活动，得到了上
海各大医院眼科专家和慈善志愿者的支持。青
藏高原、天山脚下、甘南地区、内蒙古草原、边陲
小镇……这六年来，虽然路途遥远，条件艰苦，
“慈善光明行”的信念却始终像一盏明灯照亮着
前行的方向。他就是上海普陀区中心医院副院长
张兴儒教授。不久前，张兴儒荣获“2012上海市
精神文明十佳好人好事”殊荣；今年“七一”前夕，
他又被光荣评选为“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从医
28年，入党25年，在张兴儒内心，不仅拥有精
诚博大的医者情怀，而且时时铭记一个党员对党
和人民应尽的责任。

首个被救助的病患是食物中毒的孩子
&

! ! ! !张兴儒出身在西北边陲兰州的一户普通人家。自
幼天赋出众，加上爱读书、爱琢磨，因此 *#周岁就考上
了当时难得一进的兰州大学医学院。因为父亲早年多
病，张兴儒立志要当一名大夫，当一名有本领的好大
夫，便选择了学医。大学二年级时，自小对他爱护关怀
的奶奶双目失明，晚年一直痛苦地生活在黑暗之中，他
就毅然决然地投身于眼科医学，要为千百万像奶奶一
样的病人除盲复明。

张兴儒最早师从中山医科大学支援西北建设的
张苓芝教授，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毕业以后，以优异
的成绩被分配到兰州的甘肃镍都医院（三级医院）工
作。他钻研医术、热情待人，诊治病人耐心细致，受到
了院领导和病人的好评，三十出头，就担任了医院的
业务副院长。为了缩短西北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差距，
在院领导的支持下，张兴儒四出求教深造，走遍了国
内知名的眼科中心。说来也怪，对于专家做过的手
术，张兴儒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上个世纪 %"年
代初，张兴儒带着学习成果，就在甘肃率先开展了
“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人工晶体植入手术”。不要说
在甘肃，就是在全国，他也是较早开展此项手术的医
生之一。

不仅如此，张兴儒认为治疗眼病要抓“源头”，于是，
他花了整整十年，在甘肃研究、推广中小学生“近视眼防
治”工作。由于坚持不懈，又达到显著成效，他荣获了“甘
肃省科技进步奖”。而率先在甘肃开展的“镍性白内障的
科研及防治”，又荣获“甘肃省卫生系统科技进步奖”。

对于专家做过的手术有
“过目不忘”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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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不倦于“结膜松弛
症”的研究和治疗

-

! ! ! !张兴儒和夫人的结识，说起来也蛮有
缘分的。当年他在兰州镍都医院时，因为
医术高、为人好，传为美谈。一天，医院院
长的女儿在小姐妹的陪同下，请张兴儒检
查眼睛。张兴儒依然耐心地询问，仔细地
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两个姑娘走出诊室，
还在不断地议论：“这个大夫真好，检查眼
睛这么认真！”
没想到，后来人家给介绍的对象，就

是那个陪同来检查的姑娘，她叫潘山，父
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从沈阳支边建设到

甘肃的。
张兴儒每天休息的时间，都花在了医

院的资料室，或者在办公室里做着各种实
验，比方在兔子身上做角膜移植手术等。
据说，张兴儒手术合格率高，在于他有一
手绝技，他可以用剃须刀，把一根头发在
肉眼下劈成三份。他的好学、钻研自然博
得了姑娘的青睐。
结婚以后，张兴儒经常到外地医院深

造，家里的孩子以及一切家务担子，全压在
夫人身上，她从来没有怨言，尽管她自己也

是一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工作再忙，也全
力支持张兴儒外出学艺。她的话语非常朴
实，“只要你钻研业务，我就支持你。”当然，
作为妻子，她对丈夫也是有要求的，那就是
“不抽烟、不跳舞、少应酬；多关心病人、多
钻研”。多少年来，夫妻和睦，张兴儒一回到
家，大部分时间就是花在看书做学问，因此
女儿出生以后，耳濡目染，从小养成了爱读
书、爱钻研的好习惯。如今，女儿已经长大，
就要硕士研究生毕业了。

张兴儒感慨地说：“我在事业上收获
了一些成绩，都是夫人和孩子对我的支
持啊！”

事业上的成绩离不开家人的支持
*

! ! ! ! *%%,年，一位老同志来到张兴儒所在的医院考
察，频频擦拭眼泪的举动引起了医院陪同领导的注意。
原来，这个毛病已经困扰了这位老同志好多年了，经多
方医治始终没有起色。他们推荐张兴儒为他检查诊治。
检查结果是：眼睑功能正常、结膜炎表现不明显、泪小
点开口正常，病因依然不详。
老同志走了，张兴儒的思绪翻滚了，他的脑海里

不时出现老同志那流泪不止的眼睛。从那时起，只要
有空，他就查阅国内外各种有关资料。再次检查时，
张兴儒特意给他做了泪液分泌量检查，结果还是正
常。细心的张兴儒发现了他眼球下方的球结膜松弛成
皱褶，堆积在下睑缘上。之后，张兴儒的眼前不时出
现那细似小波浪、薄如鸡蛋壳一样的松弛结膜。此
后，他又在门诊流泪病人中仔细观察、总结，发现这
部分病人病症的共同点———球结膜松弛堆积在下睑缘
上。他反复进行比较、分析，终于得出结论：流泪是
结膜松弛引起的。

有了结论，不等于有了治疗的方法。*%%,年网络
并不发达，要查外文资料既费时又缺资料。功夫不负有
心人，在查阅了上万篇资料以后，终于在英文检索中得
到了收获。国外在 *%)$年由 -./0123首次提出“结膜
松弛症”可以引起流泪；'%)#年由 4.0 516通过对 *,

例结膜松弛症研究提出病人流泪是由于松弛结膜影响
泪河，堵塞下泪小点而引起。由于国外研究较少，而国
内长期以来没能重视该研究，对其致病机制不清楚，常
将其误认为老年性改变而被忽略。
经过 *"余次的临床手术诊治成功后，张兴儒再次

提出要为那位老同志治疗眼病。手术足足做了 $"分
钟。第二天，换药的时间到了，张兴儒小心翼翼地摘下
蒙在老同志眼上的纱布，结膜切口对位平整、缝线在
位、伤口没有任何异常……张兴儒松了长长的一口气。
$周以后，老同志捎来信息，手术治疗的那只眼睛完全
好了，他不再受流泪的困扰；并且提出，希望及早手术
治疗另一只眼睛，彻底解决他的病痛。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华人眼科学术
大会”上，张兴儒做了“结膜松弛致溢泪临床观察”的报
告，获得同行的关注。作为我国第一个从事“结膜松弛
症”研究并取得重大突破的专家，*%%%年，他在国内最
著名的权威杂志《中华眼科杂志》刊发论文。

!"""年，张兴儒作为学科带头人引进上海以后，
先后荣获“上海
医学科技奖”!
次，“上海市科技
成果”$ 项，享有
国家专利 # 项，
发表论文 *""余
篇，其中 789收
录论文 **篇，主
编学术著作 *"

部，荣获“上海市
职工科技创新标
兵”和“上海市医
务职工十大科技
创新标兵”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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