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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
年，党中央决定，开展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
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

勋模范人物。王永志、王振义、李振声、
黄宗德 4人成为“共和国勋章”建议人
选。王小谟、巴依卡·凯力迪别克、田
华、许振超、张卓元、张晋藩、张燮林、赵

忠贤、黄大年、路生梅10人成为国家荣
誉称号建议人选。其中，江苏人王振义
和张燮林光荣入选。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建立我国血友病诊断体系
王振义祖籍泰州兴化，1924年出生于上

海，他的父亲是上海安平保险公司的经理。
出生于乱世的他，却幸运地拥有一个安逸的
童年。王振义大学考入震旦大学。入学后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医学专业。1948年，
王振义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震旦大学医
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进入广慈医
院。

在学习和临床诊疗中，王振义发现了一
个奇怪的现象：有些病人平时没有出血状
况，但在进行小手术后却出血不止，查阅大
量文献后，王振义发现血液中的凝血因子是
控制出血的关键，但因技术和材料的限制，
国内无法对凝血因子进行检测。

王振义研究后选择用石蜡代替硅胶涂
在玻璃管壁上，这个创造性的方法让他成功
完成了对凝血因子的检测，也使他成为我国
成功运用凝血活酶生成试验检测轻型血友
病的第一人。随后，王振义又制定了血友病
分型的国内诊断标准，解决了临床诊断和疗
效的基本问题，给出了规范化的方案。这一
系列成果标志着我国血友病诊断体系的建
立，极大地缩小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

攻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1979年起，王振义开始进行白血病细胞

的诱导分化研究，摸索用维甲酸进行诱导分
化的试验。

1986年的一天，上海市儿童医院血液科
收治了一名5岁女孩，身患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危在旦夕。女孩只吃了一周的全反
式维甲酸，病情就出现转机，之后情况越来
越好，最终被治愈。

这就是全球公认的诱导分化理论让癌
细胞“改邪归正”的第一个成功案例，之后出
现第二例、第三例……历经八年探索，尝试
无数种方法后，王振义终于发现全反式维甲
酸可在体外将M3细胞诱导分化为正常细
胞，该疗法在欧洲、日本、美国、意大利、澳大
利亚、古巴等国相继获得证实。

王振义首创用国产的全反式维甲酸治疗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使这种高死亡率的
急性白血病缓解率达到95%，5年生存率上升
至 92%。王振义也因此获得“凯特林医学
奖”、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殊
荣，并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唯一的愿望是有更多病人得救
药物研制成功了，如果价格太高又有多

少家庭治得起病呢？想到这些，他毅然决定
放弃专利申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药物价
格降低。

30多年前“全反式维甲酸”正式被批量
生产投入市场后，十粒一盒的价格低至11
元左右，即使到了现在，也才卖到200多元
一盒，还被纳入了医保。

在央视“寻找最美医生”颁奖舞台上，记
者问王振义，有没有算过，如果申请专利，可
以拿多少钱？王振义的回答掷地有声：“我发
现这个药以后，唯一的愿望就是有更多的病

人得救，没有去算过给我多少钱！”
此后，王振义与学生陈竺、陈赛娟等又

创造性地提出“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三氧化二
砷”的治疗方法，让这种曾被视作最凶险白
血病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世界上
第一种可被治愈的白血病。该治疗方法被
海外媒体誉为“上海方案”，与青蒿素的发明
等并列为“新中国对世界医学的八大贡献”。

“一门四院士”传为佳话
数十年教书育人、行医济世生涯中，王

振义传道授业、擎灯引航、言传身教，造就了
一批国内顶级的医学研究学的俊才。他们
当中，有从“赤脚医生”成长为中科院院士，
曾先后担任卫生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的陈竺；有从纺织女工成长为工程院
院士的陈赛娟；有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
长、医学院院长的中科院院士陈国强……

“一门四院士”传为佳话。
陈竺曾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王老是我

们的师长，更是在治学、行医、育人、修身方面
的表率，他的科学精神、高超医术、师德情操
和人格风范是我们终身学习的榜样。”

倡导兴化籍专家回乡义诊
虽然在上海出生和成长，但王振义始终

没有忘记自己是兴化人，内心有着深深的家
乡情结。

2011年 5月 22日，87岁的王振义应兴
化市政府的邀请，第一次回到兴化。他为
600 多名医护工作者就“怎样做一个好医
生”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演讲，用亲身经历讲
述自己“被患者肯定是最高荣誉”的故事。

在王振义的积极倡导、上海兴化信息联
谊会的倾情组织下，在沪兴化籍医学精英连
年回乡义诊，为家乡人民解除病痛。

2013年 11月 9日，王振义来到启用近
一年的兴化市人民医院新址，再次为400多
名医务人员作“怎样做一个好医生”的讲
座。王振义在接受家乡媒体采访时说：“看
到家乡发展得很快，我非常高兴。兴化出了
不少名人，相信从兴化出去的人，至少有一
个‘兴化基因’的存在，回到家乡都想做些有
益的事情。”

“海底捞月”成就乒坛魔术师
说起乒乓球，张燮林只有一句话：一看

到就喜欢上了。
张燮林 1940 年 7 月出生，江苏镇江

人。上世纪50年代初，自小在上海祖父母
身边长大的张燮林就迷上了乒乓球。

在张燮林学习和生活的上海新闸路区
域，有不少乒乓高手。因为热爱乒乓球，他
还经常去市里的一些球馆看高手打球。

给张燮林印象最深的，是在华东乒乓馆
看杨开运打球。杨开运是后来的国手，还当
了上海队的教练。他直板削球的动作非常
潇洒，且技术全面、攻守兼备。看了他的精
彩打法以后，本来打攻球的张燮林，学起了

“海底捞月”，转而开始练起了削球。
正是这一转变，让张燮林成了乒坛魔术

师。
张燮林后来到陕西省西安市气象干部

学校读书，也被同学和校长发现是个打乒乓
球的好苗子。

为中国首夺男双、混双世界冠军
毕业后回到上海，张燮林到上海汽轮机

厂技工学校学习。
打出名堂后，轮机厂的师父告诉他：去

体委报到。就这样，张燮林进了上海队，并
代表上海队参加了第一届全运会，他们在决
赛时胜了北京队，获得男团冠军。

1963年的第 27届世乒赛，让张燮林大
放异彩。

当时，他对阵日本队非常有威胁，领导
就把他放在团体名单中。第一分庄则栋输
给木村，张燮林一上去整个形势就扭转了，
气势也上来了，接连打败当时风头很足的三
木和木村，最终为中国队拿下这枚金牌。双
打比赛中，张燮林和王志良拿了双打冠军，
这是中国队第一次摘得这项桂冠。

之后，第31届世乒赛，张燮林又和林慧
卿合作，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混双冠军。运
动员生涯，张燮林成为中国乒乓球在国际赛
场上的“拓荒者”。

培养出“乒坛女皇”邓亚萍
1972 年张燮林正式告别运动员生涯，

成为国乒教练。
担任国家乒乓球女队主教练后，张燮林

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邓亚萍。在河南队
与湖北队的一场比赛中，张燮林认识了邓亚
萍，“发现她打球有一种气势，什么气势呢？
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气势！”就是这个印
象，让张燮林认定邓亚萍是好苗子。

但当张燮林正式提出调邓亚萍进队时，
一些教练发表了不同意见，主要观点是她个
子太矮等。

最后张燮林做足了功课，并说服了大
家：“为什么小邓抢攻积极、击球速度比人家
快？就是因为她的个子矮，人家打过来的球
在她看来都是高球、都是机会，所以她起板

而无后顾之忧。”张燮林把大家都说笑了，邓
亚萍被经过三次讨论，终于进入国家队。

就这样，张燮林培养出长胶全攻型的
“乒坛女皇”邓亚萍。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
会，邓亚萍夺得女子单、双打两枚金牌；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蝉联奥运女单、女
双冠军，成为中国奥运历史上第一个夺得四
枚金牌的运动员。

此外，张燮林还培养出弧圈球结合快攻
打法的世界冠军焦志敏，长胶削攻型的世界
冠军葛新爱和童玲，还有实力国手曹燕华。
1972年至1995年任中国乒乓球女队主教练
期间，张燮林率队共获得10届世乒赛团体
冠军。

对镇江有着深厚感情
虽然青少年时代在上海度过，但张燮林

始终对镇江有着很深的感情。
曾担任《镇江乒坛》杂志主编多年的王

庆生是一名乒乓球业余爱好者，被誉为镇江
乒坛“活字典”。只比张燮林小三岁的他，早
在20世纪60年代便与其相识。

“他球好人品也好。”王庆生说，镇江市
乒乓球协会成立初期，张燮林回镇江探亲，
在当时还十分简陋的体育场竹结构乒乓房
里，应邀进行了精湛的表演。以后的岁月
里，一有机会，他总要来镇江考察辅导、挥拍
示范、讲解要领，每次回来都十分低调。

1986年4月，镇江市乒乓球协会成立后
聘请张燮林担任名誉顾问，他发来贺信，欣
然同意。1987年5月回到镇江时，积极鼓励
镇江争创全国重点乒乓城，为扩大镇江知名
度做了大量工作。在各方努力下，原国家体
委于1988年 3月命名镇江为全国重点乒乓
城，这是当时江苏全省唯一、也是全国第7
座获此殊荣的城市。

1993年2月，张燮林还专程回来祝贺镇
江新建乒乓馆落成暨在镇江乒实验学校成
立，并赠送了一批红双喜球拍、胶皮、海绵、
网架等名牌器材。

当年3月和1994年3月，他与蔡振华一
道，两次率领国家队的马文革、邓亚萍等精
英来镇江进行世乒赛和亚运会前的热身赛，
掀起小城里的乒乓热。

百岁院士王振义：
中国“药神”

“海底捞月”张燮林：
乒坛魔术师

一部《我不是药神》，曾让许多国人泪
目。其实，我们身边就有一位“药神”：他历
经艰辛找到攻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
治疗方法，为让患者都吃得起这种药，主动
放弃了专利申请。他就是上海瑞金医院终
身教授，101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

通讯员 顾秀文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毛晓华

张燮林，江苏镇江人，曾代表中国队获
得第27届、第28届世乒赛男团冠军，首次
为中国队夺得男双、混双世界冠军。退役执
教后，张燮林培养出邓亚萍、焦志敏、葛新
爱、童玲、曹燕华……率领中国乒乓球女队
共获得10届世乒赛女团冠军。在刚刚落幕
的巴黎奥运会上，国乒包揽五枚金牌，这样
的荣耀离不开张燮林这样的中国乒乓球奠
基人和开拓者。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卫 曹德伟

两位江苏人！“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公示

视觉中国供图 扫码看视频图据中国工程院官网 扫码看视频

扫码看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