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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是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
医学中心战伤救治前沿技术研究室主
任蒋建新待得最多的地方，即使是春
节，也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近日，蒋建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虽然时隔40年，我仍然清晰记得
读研时导师王正国院士说过，‘科学研
究之路必然充满艰辛，军事医学研究
更是如此……为国家和军队的需求无
私奉献，你才能成为一名令人敬仰的
科学家。’”

正因如此，几十年来，蒋建新始终
坚守在科研一线，为国家和军队服务。

报考“冷门”学科
1985年，蒋建新大学毕业，在考

研时出人意料报考了“冷门”的野战外
科学，与发展前景良好的临床专业相
比，这条道路显然更加清苦不易。

对此，他却说：“一名军人应将个
人理想与国家和军队的需要紧密结合
起来，军事医学恰恰能充分展现军医
价值，是一个充满探索与挑战的医学
领域。”

在野战外科研究所，除了出差，蒋
建新几乎泡在办公室、实验室。他总
是告诫自己：“悟性和天赋不高，就应
该投入百分之两百的努力去弥补。”工
作多年来，他几乎没有休过假。

不久后，蒋建新一项研究成果震
惊业内：高速投射物伤后重要脏器组
织能量代谢障碍研究。这项研究首次
从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功能和ATP代
谢层面，揭示了火器伤后重要组织内
能量代谢的变化规律与机制，率先从
能量代谢角度为探寻救治方法提供了
理论依据。

科研成果接踵而至
硕士毕业后，蒋建新毫不犹豫选择

留在野战外科研究所工作。尽管家人更
希望他干临床，临床多个科室也想“挖”

走他这块“宝贝疙瘩”，但他不为所动：
“我很喜欢军事医学研究，早已与之血肉
相连，心脉相通，我愿意干一辈子！”

从此，蒋建新在科研道路上拉开满
弓，从不懈怠，各种科研成果成绩接踵
而至。他带领团队系统开展战伤救治
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破解肺爆炸冲击
伤发病机制，研制其防护装具；较早开
展颅脑冲击伤研究，创新提出脑冲击伤
致创伤后应激障碍新观点；针对海域和
高原作战，蒋建新团队开拓水下和高原
冲击伤研究；制定我军各类爆炸冲击伤
诊治规范和严重爆炸冲击伤一体化救
治模式与综合救治方案，明显提高爆炸
冲击伤早期救治水平，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开启创伤个体化治疗新时代
1991年，蒋建新赴奥地利访问学

习。期间，创伤后内源性感染这个研
究课题引起他的浓厚兴趣，利用国外
先进的科研条件，他创新开展创伤后
肠道内毒素移位研究，在国际上率先
提出创伤肠道细菌内毒素移位概念，
并系统阐明肠道内毒素移位后在体内
各组织器官的分布规律与致病作用，
提出内毒素移位可能是创伤后无菌性
脓毒症发病原因，他的这一成果赢得
业内广泛赞誉。

近年来，蒋建新还基于临床上创
伤感染患者发生脓毒症的个体差异
性，创新设想基因或遗传背景在创伤
感染发展为脓毒症中的决定作用。在
国际上率先将分子遗传学引入创伤医
学，开拓了创伤脓毒症分子遗传学研
究新领域。率先将分子遗传学应用于
创伤并发症易感性研究，首次揭示了
创伤脓毒症易患性分子遗传学机制，
完成了国际上最大样本量多中心临床
研究，找到了可用于脓毒症高危人群
筛选和靶向药物研发的系列特异性基
因位点，开启创伤个体化治疗新时代。

蒋建新：

坚守一线
愿意干一辈子军事医学研究

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蒋建新在实验室工作。 （受访者供图）

一个小小的仪器，不仅可用来监
测地下岩洞气体变化，还可监测河道
污水、土壤植被生长状况等。这都是
北理工重庆创新中心罗飞团队正研发
的光谱成像技术的产业应用场景。

罗飞2002年从西北工业大学材
料物理专业硕士毕业后，在中国工程
物理研究院从事液晶物理、光学器件
以及光谱分析等研究工作十余年，期
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他在深圳从事
光谱成像技术的产业化开发。

2020年5月，机缘巧合之下，罗
飞受邀来到北理工重庆创新中心，继
续深入研究光谱成像技术的产业化应
用。

作为创新中心的首批人才，罗飞
一切要从零开始，团队搭建中经历的
重重困难，让罗飞至今难忘。

“刚来创新中心，我首要考虑的
是团队需要怎样的人才队伍。”罗飞
告诉记者，重庆在算法方面的人才基
础相对薄弱，创新中心很难招到高层
次人才。为此，他积极邀人前来参
观，耐心向每位面试者介绍创新中心
的研究方向及发展目标。为了让团
队成员更快适应工作，他经常组织成
员定期培训，提升业务能力，并总结
分析存在的问题。

另一方面，为了解决产业化过程
中大量学术性问题，创新中心采取了
与高校联合开发的模式，和北理工建
立深度合作，由高校人才发挥科研优
势，做算法模块等基础研发工作。

在罗飞的努力下，创新中心吸引
的优秀人才越来越多。目前团队的光
谱成像产业化研究工作正在有序推
进。

“多年材料物理学基础研究的专
业背景，让我更容易从源头上发现设

备问题，并找准修正方向。这为团队
自主创新研发产品以及后期新型器件
研制打下了基础。”罗飞说，比如，目
前，他们升级研发的光谱调制器，就是
从测试材料性能上入手研制出的新产
品，已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罗飞又举例说，常用的光谱成像
通常是采用一个复杂器件把光分开
后，依次采集信号测试光谱。这种技
术成熟，分辨率高，但对器件要求特别
高，成本高昂。而团队采用新的思路，
用简单的、高度集成的芯片级器件代
替复杂系统，通过算法将测试信号计
算出来成像，由此不再依赖复杂庞大
的分光器件，在减小设备体积重量的
同时，增加了通光量，让可分析的光源
信息变得更加丰富，保证了产品的成
像性能。

这一创新让光谱成像技术有了
更广泛的应用，如监测页岩气是否泄
漏、有毒气体是否扩散等。通过预
警，工作人员可提前做好准备，保证
作业人员安全并减少灾害损失。此
外，该技术在生态监测上也发挥了积
极作用。通过装设高光谱相机，可以
观测到监测区域内水体含氮量、有机
污染物及富营养化等指标，还能预警
病虫害。

科研成果方面，目前，罗飞在国内
外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文10余篇，授
权和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8项、国防专
利1项，并多次获得专业奖项。

“以前做科研，条件很艰苦，现在
国家提供了很好的科研环境，培养了
一批专业人才。”罗飞说，正是得到党
和国家对科研工作的大力支持，让他
更加坚定了目标：要做新型的、面向国
际的高端产品，要让研究产品切合需
求，真正解决行业问题。

罗飞：

加快成果转化
让光谱成像技术有更广应用

重庆科技报实习记者 石杰

罗飞使用光纤光谱仪测试光谱调制器件。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