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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雳宇：享受科学研究的乐趣
本报记者 刘代荣

刘雳宇，重庆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美癌症物理
研究联盟（US-China Physical Oncology Alliance)（筹）执行主
任。主要从事癌症生物物理、微流体研究心血管疾病及手术优化
方式等研究，先后承担1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学术
论文40余篇。曾获中国科学院“卢嘉锡”人才奖、东京工业大学青
年科学家奖等。

刘雳宇1980年出生于成都。200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力学与机械工程系，获学士学位；2008年获香港科技大学纳米
科学与纳米技术博士学位。2008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日本东
京工业大学，之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作为博士后研究员
和担任讲师。2012年回国后加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担任特
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5年加入重庆大学物理学院。

人物介绍

“道，自然也，无形。”这是刘雳宇常说的一句话，
也是他教书育人、从事科学研究、为人处事的遵循。

2021年新年伊始，记者见到了百忙之中的刘雳
宇。他告诉记者，作为大学教授、科技工作者，无论是
在治学、治教还是科研上，都要“重道、循道、取道、弘
道”。其中，他强调重道包含两层内容：发挥教师之道
和享受科研乐趣之道。

荀子说，“千举万变，其道一也”。刘雳宇正是坚
守遵循规则、顺势而为、坚持真理、乐观向上的“道”，
才收获了科研的乐趣。

他带领团队从物理学的角度，对癌细胞在人体内
的转移机理进行研究，利用三维微流体芯片构建出可
以模拟体内肿瘤细胞侵袭的微环境，发现取向性胶原
纤维可以协助癌细胞发生快速的侵袭，凭借此项发
现，成为了青年科技领军人才的佼佼者。

用物理学原理研究医学问题

癌症作为一种复杂疾病，不仅危及人们的生命，
也困扰着世界医学界的学者们。

癌症不仅受基因的调控，还与癌细胞周围的微环
境息息相关。长期以来，生物学家、医学家从医学角
度研究癌症，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并未完全攻克，或
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那能不能换一种研究思路
呢？刘雳宇研究团队提出从物理学的视角来探索医
学问题，为研究癌症提供了新的思路，开辟了研究的
新领域。

2004年刘雳宇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与
机械工程系，获得学士学位，有扎实的物理学基础和
功底。后来，刘雳宇还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
系担任博士后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担任特
聘研究员，这些经历和磨炼，成就了他的研究方向。

在刘雳宇团队，许多课题都涉及物理学、生物学
和医学的知识。让人惊叹的是原来物理学家还可以
跨界来研究医学问题。跟传统医学研究方法相比，运
用物理学研究疾病有什么优点？刘雳宇说，运用物理
学思维做癌症研究的最大优点是可以构建模型，这可
以弥补当前生物学或医学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
更好地理解癌症、研究癌症。

运用物理学研究癌症，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
单，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大量的科学实验，大量
的临床数据。

当记者问道：“在实验室里模拟的癌细胞侵袭微
环境与人体内真实情况相符吗？”刘雳宇爽快地说：

“这确实是我们研究的难点问题之一。”他介绍，人类

的身体经过漫长的进化而来，所以不可能完全用模型
智慧模拟出人类复杂的进化结果。因此，模型尽可能
抓住人体内的一些主要特征。通过分析临床病人切
片，找到与模型相同的因素，尽可能模拟癌细胞所处
的体内微环境。

通过大量的实验，刘雳宇团队已能够巧妙地设计
三维微流体芯片的结构，在体外实现癌细胞侵袭微环
境的模拟，并在癌细胞侵袭行为和机理方面取得了一
些重要的突破。这些重要发现和突破，让刘雳宇在研
究癌症的道路上充满信心。

破坏癌细胞扩散的“高速公路”

人体组织结构非常复杂，癌细胞为什么能够一路
从原发病灶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带着这样的疑问，
刘雳宇团队历时三年，利用三维生物芯片技术成功地
构建出癌细胞转移的模型，解密癌细胞侵袭和转移的
路径。

“物理学中的声、光、电的相关原理早已应用在医
疗领域，如X光、核磁共振等。对于癌症这类复杂的
疾病，需要物理、生物、临床医学领域通力合作，才能
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刘雳宇说。

物理学与医学的结合会产生怎样的神奇效果？
刘雳宇介绍，物理学的力学之所以运用于医学，这样
的跨学科研究得以产生，是因为癌细胞破坏组织的侵
袭运动要通过力来实现，而力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物理
概念。同时，癌细胞扩散涉及的速度、时间和方向都
是基本的物理量。

“现在大部分治疗方法都是针对癌细胞本身，不
管是放疗还是化疗都是想要通过消灭癌细胞达到治
愈的效果，但事实上癌症常常出现复发的现象。”刘雳
宇说。

他进一步解释，在癌症晚期的病人体内，人体组

织内均匀的胶原蛋白被癌细胞慢慢改造成一条条的
丝状，就像很多并行的“高速公路”。癌细胞通过“高
速公路”可以快速侵袭，突破血管壁进入血管当中，这
样癌细胞就能够顺着血管流动，到达身体的各个部
位，在短时间内给人体造成巨大伤害。

这条癌细胞侵袭的特殊道路被刘雳宇团队形象
地称之为癌细胞扩散的“高速公路”。能不能破坏这
条“高速公路”阻止癌细胞的扩散呢？为此，刘雳宇提
出了一个崭新的思路：通过调控微环境的结构，最大
限度地抑制癌细胞的侵袭。未来几年，刘雳宇团队将
紧紧围绕这些创新研究带来的启示是，未来癌症的治
疗，除了针对癌细胞，还可以对微环境的结构进行调
控，把癌细胞限定在一个范围，使它的侵袭速度变慢，
从而达到抑制癌症病人癌细胞转移，以延长甚至挽救
癌症病人的生命。

科普公益宣传让科学不太冷

“刘教授不仅是大学里学术研究带头人，还是科
普公益宣传的志愿者。”在重庆大学物理学院，教职员
工和学生如是评价刘雳宇。

早在2012年，刘雳宇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
所后，就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向大众进行科普公益
讲座。

作为一名海归学者，拥有全球化的视野和知
识，以及语言、文化和国际沟通优势，掌握前沿科技
新动向，正是有这些优势，刘雳宇每一次受邀参加
科学知识讲座，场场听众爆满，掌声连连，深受全国
听众喜欢。

《CC讲坛》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是北京君和
创新公益基金会创办的公益性讲坛，是一个致力于搭
建一个发现和传播让“社会更和谐、生活更美好”的新
理念、新模式、新技术的平台。刘雳宇受邀做《科学不
太冷》公益讲座，用翔实的科学事例，生动形象的语
言，作了令人振奋的精彩演讲。《科学不太冷》公益讲
座播出后，迅速在全国引起反响，在优酷上线后很快
点击量超10万。

近年来，刘雳宇还在《探秘实验室》中介绍团队科
研方向、科研思路、心得体会以及如何开拓从物理学
研究到生物物理交叉研究领域的科研历程，启发听众
的思路，激励有志青年学生投身科研事业。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刘雳宇时刻思考如何从学
术、生活等各个方面做好表率，发挥人格魅力，把“道”
传递给学生，让学生们学习科学知识、感受科研精神。

“青年教师要善于用发现的眼光看待周边事物，特别
是把握当前学术研究的良好机遇，用自由、宽容的态
度面对现实的困境，顺势而为，有所成就。”刘雳宇
说。无论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讲师，还是在重庆
大学物理学院任教授，刘雳宇既是这样践行“师道”，
又是如此鼓励青年教师和学生把握机遇，努力成才。

重庆大学青年教师科协是青年科技工作者之
家。在这里，刘雳宇不仅当好表率，而且身体力行在
更广泛的范围内宣传“科学不太冷”的思想，用更贴近
人性、更智慧的方法做好科普。而今，刘雳宇又多了
一重身份——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员，他
表示，将以更加严谨、虔诚的态度投入科研，享受科研
过程和科普宣传中的乐趣。刘雳宇（中）与研究团队成员在一起讨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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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