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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耀：给血液病患者播撒生的希望
本报记者 刘代荣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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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耀，1977年1月出生，医学博士，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后，重庆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血液肿瘤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主要从事淋巴肿瘤与造
血干细胞移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重
庆英才·创新领军人才，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青委会副主任委
员、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淋巴系统疾病学组委员、中华老年医学会血液专
委会委员，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精准医学与分子诊断专委会主任委员，重
庆市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临床核医学专委会常委等职。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课题3项、军队创新课题1项，在SCI及国内核心期刊共发表论著60余
篇。副主编专著1部，参编专著2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
中华医学会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3项。

8年前，一个阴雨绵绵的凌晨，一
对中年夫妻带着刚满5周岁的小女孩，
来血液科向刘耀医生告别：“谢谢刘叔
叔，再见！”

看着满含泪水的中年夫妻带着天
真的小女孩无奈地走出血液科，军人出
身的刘耀眼睛湿润了。

“小女孩患上了T淋巴母细胞淋巴
瘤，这是一个高度恶性的血液肿瘤，临
床上没有太有疗效的治疗手段。”刘耀
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道。小女孩经过化
疗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出现了
便血、皮肤溃烂等严重的排异反应，加
上经济原因，父母选择了放弃治疗。

这件事让刘耀终生难忘。那个小
女孩痛苦的表情和中年夫妻无奈的选
择，常常让作为医学科研工作者的刘耀
心情异常沉重。

哈姆雷特有一句经典独白：生存还
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刘耀说，把这句
话用到面临移植选择的淋巴瘤病友身
上，再恰当不过了。对类似患血液病的
小女孩的父母来讲，是事关生死的重大
选择。对医生来说，是必须作出的选
择，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从那时起，刘耀决心朝着淋巴瘤的
诊治领域钻研下去，期待能给更多血液
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多年来，刘耀在“这个值得终生探
索的问题”上，交出了一份份令人满意
的答卷。

而今，刘耀已走上了重庆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血液肿瘤中心主任这一重要岗
位，在淋巴肿瘤与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基
础与临床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深奥领域——
“吸引我爱上血液病专业”

早上6点起床，7点前到医院，利用
交班前的一个小时查看最新的文献，学
习最新的知识……

刘耀的工作、学习、生活很有规律。
刘耀出生于军人家庭，本科、硕士、

博士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
学（现陆军军医大学）完成的，攻读专业
方向也都是血液病。

“军队不仅让我学到了专业知识，也
培养了我守纪、吃苦、奉献和敢于挑战、
勇于胜利、忠于职守的作风。”刘耀说。

为何选择血液病专业？刘耀笑着
说：“当年本科毕业时，到郑州的某军队
医院实习，第一个接触的科室就是血液
科，随即被这个深奥的领域所吸引。”他
介绍，血液病是造血系统疾病，引起血液
病的因素有很多，诸如化学因素、物理因
素、生物因素、遗传、免疫、污染等，涉及
范围广，需要学习和研究的内容众多。

对刚刚接触血液病患者的刘耀来
说，这些有很大的挑战性和吸引力。

在实习期间，刘耀接触了大量血液
病人，从病人们痛苦的表情和求生的欲
望中，刘耀看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实习完返回单位，他毅然报考了国内血
液系统疾病的权威专家——陈幸华的
硕士研究生。

“当时，陈老师在全国仅招收2名
硕士研究生，而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名。”

回忆当时被录取后兴奋不已，刘耀自豪
地说。

硕士毕业后，刘耀考上了陈幸华教
授的博士研究生，一直从事血液病及血
液肿瘤的临床、科研工作，多年的刻苦
钻研，为他后来探索淋巴肿瘤的临床和
基础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刘耀留在了陆
军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从一名主治医
师，到副主任医师，再到主任医师；从一
名小医生，到血液病医学中心副主任，再
到淋巴肿瘤科主任……一步一个脚印，
刘耀走过了临床科研医生的必经之路。

科研课题——
“辛苦和努力才会有收获”

“对于一个刚进入临床工作的研究
生来说，要学习的知识很多，要做的事

也很多。累点、苦点是常事，能持之以
恒地坚守，才会有所收获。”刘耀说。

2002年，就读硕士研究生的刘耀
正式开始血液病临床工作。

在血液科，刘耀在科室主任和前辈
们手把手悉心指导下，逐步熟悉和掌握
了血液科常见病的处理。

在对大量血液病患者的诊治中，刘
耀慢慢完成了从医学理论到病例治疗
实践的转化。尤其是在危急重症以及
造血干细胞移植工作等方面积累了一
定的经验。

“那时，除了认真做好临床工作，还
要承担一部分科研课题。”刘耀说。在
他看来，做临床是基础，搞科研是提升，
只有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成为一名专家
型的医生。

“亲手喂养的小白鼠，觉得非常可
爱，解剖时于心不忍。但为了弄清病
理，又不得不残忍。”刘耀介绍，刚开始
对饲养小白鼠、解剖小白鼠、培养细胞
等实验室工作，有一种新鲜感和好奇
感。时间长了，重复的动作会让人产生
厌倦感，唯有坚持。

多年的“实战”锻炼和岗位培训，刘
耀的科研课题水平得到了提升，先后于
2008年、2012年、2017年独立主持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3项。

2008年申请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项目，给刘耀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那段时间，他不仅参与一线值班，
还抽出大量时间从事科研工作。每天

早上4点到科室查文献写课题，直到8
点交接班后开始一天的工作，晚上9点
多回家匆忙吃完饭，10点多休息到凌晨
4 点，又到科室……这样坚持了一个
月，项目得以成功申请下来。

谈及科研成果——细胞移植治疗
新方法的成功，刘耀花了8年时间。

他介绍，在干细胞移植上，异基因
移植风险高，病人移植后因排异、感染
等原因导致移植相关死亡率在 10%~
30%；自体移植副反应小，病人死亡率
在1%~2%。通过深入研究，他们找到

了治疗的最佳方法：在6个月内做两
次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就能降低复
发风险。

目前，已有100多名病人接受了治
疗，通过3年预后情况分析，治愈率为
78%，疗效远远高于化疗和异体移植。

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
刊《血液学杂志》上，受到了国内外学者
的关注。

科学普及——
“让更多群众远离血液病”

“在我们病区，淋巴瘤病人越来越
多，儿童、青少年特别引人注目，一个又
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一个又一个具有
远大前程的中学生大学生不幸患上了淋
巴瘤，让我们看了特别的痛心。”刘耀介
绍。在血液科，从收治的淋巴瘤、白血病
患者来看，有两类发病高峰人群，一类是
儿童青少年，另一类是中老年人。

是什么原因导致血液病发病率的
上升？在他看来，由于环境染污和食品
污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血液病尤其是
淋巴瘤、白血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如何预防血液病的发生？刘耀介
绍，除了从源头上加强环境治理，减少
环境染污，杜绝食品污染，做好预防宣
传工作也非常必要。

为此，刘耀在做好血液病救治、科
研工作的同时，也抽出宝贵时间从事科
普工作，撰写了大量关于血液病方面的
科普文章。

在《儿童青少年如何远离淋巴瘤》
科普文章中，刘耀告诉大家，儿童青少
年预防淋巴瘤要特别注意4个方面：室
内污染的预防、辐射的预防、营养不良
的预防、病毒感染的预防等。

在生活中，人们会遇到这样的问
题：前几天洗澡的时候，好像摸到脖子
上有个小鼓包？！难道是网上说的淋巴
结肿大？与肿瘤有关吗？

经常会有人向刘耀咨询如此问
题。为此，刘耀撰写了《关于淋巴瘤，我
们该知道的事》，受到大家的点赞。

近年来，刘耀撰写了《快速解答：多
发性骨髓瘤的12个最常见疑问》《淋巴
瘤一般长在身体哪个部位》《得了淋巴
瘤如何保健？》《哪些血液病会转化为白
血病？》等科普文章。同时，他还利用节
假日、休息时间深入学校、社区、农村开
展科普讲座和科普宣传，受邀到全国各
地院校、会议论坛等作报告。

采访结束时，刘耀说：“推动临床、
教学、科研和科普全面发展的目的，都
是让患者和群众实实在在地获益，播撒
生的希望。”

▲刘耀（左三）在查看患者病史
情况。

◀刘耀（左二）召集科室人员研
究治疗方案。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