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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娟：敢于与病毒较量的美女科学家
文/图 本报记者 沈静

人物介绍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
中写道：“我认为中国最大的幸运，是有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中国人总是
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是的，从古至今，中国始终有那么一群
勇敢的先驱，在国家有危难之时，站在
最前端，替所有人挡风遮雨。新冠肺炎
疫情面前，娇小、爱笑的陈娟就是新时
代最勇敢的人之一。

急难险重 劈波斩浪

陈娟是重庆医科大学感染病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研究组组长。2020 年
春节之际，大多数人已回家过年，享受
团聚之乐。而重庆医科大学生命科学
院6楼实验室一片灯火通明，一群“幕
后战士”还在与新冠病毒进行近距离

“对峙”。
陈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重庆“80

后”，热情、开朗、爱时尚。2020年 1月
份，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吹响号
角时，身为研究组组长的陈娟毫不犹豫
地与实验室近20名“勇士”一起投入到
疫情阻击战中。

谈起2020年上半年病毒研究工作
时，陈娟用“拼命”二字形容。“2020年
1月底，我们实验室就开始了病毒研究，
之后的大半年我在实验室便扎下了根，
从早到晚拼命做研究。”陈娟笑着说，

“看着自己又冒出的几根白头发，我和
同事开玩笑，战‘疫’科研中的岁月真是
催人老啊！实验室的伙伴从上到下都
非常团结，在这期间，每个人合理分工
和时间赛跑，高效完成自己手里的工作
再进行无缝衔接，拼尽全力攻坚克难，
砥砺奋进，推进战‘疫’科研工作。”

在陈娟眼中，2020年非同寻常，这
一年，她加入了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
才协会，成为协会的常务理事；她入选
了第十七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

“协会成立意义重大，它把全市各
个行业的杰出青年人才聚集到一起，让
我们有了进行思想碰撞的机会。平时
大家都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而协会为
大家提供平台，以小组为单位每年进行
一定量的学术研讨活动，让各个领域相
互交汇，相互融合，碰撞出新的火花，真
正做到了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陈
娟说，协会对她而言最重要的是提供了
一个人才库，当她需要任何帮助或者是
合作时，她可以从人才库中找到合适的
合作对象。

“病毒学家”说病毒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传染病学被
推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突发性疾病带
来的影响和慢性疾病带来的影响截然
不同，它会导致上千万乃至上亿人口感
染，甚至导致大规模人员死亡。陈娟认
为，国家后续会加大对传染病学人才的
培养以及对传染病学科的投入。

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
3位研究丙型肝炎病毒的科学家共同
获得。这对于从事传染病学研究的人
来说非常振奋。病毒性传染病领域非
常重要，也是研究人才非常缺乏的领
域，这个领域经常让人望而生畏。但

就目前最新报道看来，全球病毒性传
染病市场前景从2014年的740亿美元
增加至2021年1176亿美元。面对如此
强大的市场需求和不断更新的研发创
新技术，以及表现优异的市场价值和
产业增速，未来病毒性传染病市场有
望成为众人追捧的热门板块。因此，
也坚信在目前大好形势之下，从事病
毒性传染病的研究者能顺势而为，将
这一领域推向新高，培养出更多更优
秀人才。

在去年那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
青年科学家一直坚守在第一线。院士
科学家是战略制定者，把握战略方向，
而真正执行者是青年科研人员，据陈娟
介绍，在正面与病毒交锋的临床医生、
科研机构工作人员中，优秀的青年人才
作为主力军，扛起了这次科技战“疫”、
临床战“疫”的大旗，协助战略科学家实
施防范策略。

心怀热忱 砥砺前行

爱因斯坦说：“有一种极其强大的
力量，在科学界也无法解释，这是一种
统治其他所有的宇宙运行的现象却不
被我们认知的力量，这种伟大的力量叫

‘爱’。”对于工作来说，这种力量叫“热
爱”！陈娟认为，仅仅因为喜欢而选择
行业还不够，必须足够热爱，才能经历
行业的洗礼，取得收获。

2011年，从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
的陈娟，受重庆医科大学黄爱龙教授邀
请，从香港回到重庆。陈娟用“不值钱”
来形容那个时候的自己，那个阶段好比
创业初期，特别需要帮助，度过后，慢慢
开始有了自己的科研团队和科研经费，
事业才开始有了起色。

在科研中，很多人付出努力没有取
得收获，或者短时间没有看见成效，便
选择了放弃。“我之所以能在科研道路
上取得现在的一些成绩，一是因为学校
传染病学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拥有悠
久的历史和扎实的科研基础，同时学校
领导长期给予的支持和指导，这样优秀
的平台让青年科研工作者能快速在行
业里成长起来，对于想要奋进的青年是
非常幸运的。而我也将接过教育传承
棒，为博士生、研究生给予支持。二是
因为我选择坚持，我坚信：“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陈娟说，在日常教育中，我
经常告诫学生，如果仅仅靠勤奋和兴
趣，那么你只是达到了成功的一半，而
另外一半就是坚持，持之以恒、永不言
弃才能造就伟大的作品。

陈娟说：“我经常鼓励学生，热爱可

抵岁月漫长，或许前路未必是无限风
光，但一定有万千可能，比你优秀的人
依然坚持不懈，你们就更没有理由放
弃，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你们的耐心之
树也能结黄金之果。”

家和业兴 科研并进

科研道路可能是日日夜夜的堆
积，工作到深夜是常态。已为人母的
陈娟明白科研很重要，但是自己的家
庭也不能忽略，“现在儿子已上小学一
年级，正是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时期，
父母的陪伴十分重要。所以，即使再
忙，我也会每周留下半天或者一天的
时间陪伴他。”像陈娟这样年轻一代的
科学家，他们希望生活不仅仅有工作，
还有诗和远方。

而在亲人眼中，陈娟整天和传染性
病毒打交道，这样的工作让人生畏。亲
人聚会，总有人问“你工作很危险吧？”
面对亲人的疑问，陈娟认为，这也许就
是大部分家长不愿意自己孩子来探索
传染病学的原因吧。但从专业角度来
划分，传染病可分为不同类型，如乙肝
病毒，传染性不强，日常生活接触不易
被传染，但新冠病毒传染性强，作为专
业人士的我们更知道在病毒面前应当
采取何种防护措施，更懂得如何保护自

己。
陈娟建议，相关单位可以通过加强

科普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传染病相关
知识，只要防护到位，从事传染病毒研
究是安全的，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研究
生来选择传染病学专业。

亦师亦友 成才引路

科研道路枯燥且漫长，每天面对大
量的数据，不断地重复实验，一个小小
的不留神都有可能让你从前的努力付
之东流，一切必须重新再来，这样的事
非常打击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失败
的次数多，受挫感越强，心理素质不够
强大的学生会产生放弃的念头。”陈娟
说，这个时候，她会成为学生的知心姐
姐，疏导学生畏难情绪。

陈娟的团队有20余人，博士后4
人，博士研究生 7 人，硕士研究生 9
人。不同阶段的学生会面临不同的焦
虑与压力。而为了让不同学生均能身
心健康地在科研这片大海中遨游。课
题组除了为学生提供自我管理、自我
提升的空间与平台外，也会定期组织
课外活动、户外团建等，为大家营造宽
松的氛围，促使大家更好地发展。除
此之外，陈娟会在工作之余，细心观察
同学们的“异常”情况，努力了解学生
思想上或生活上的障碍，以朋友的身
份和他们对话，以前辈的身份替他们
排忧解难。

而作为医学院校，难免女生会多于
男生，课题组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因
此，鼓励女学生谈恋爱，及早解决终身
大事成了陈娟“乐此不疲”的事。“学历
在女性解决婚姻问题时，并没有赋予太
多的优势，很多时候还会是让男士望而
止步的理由。”陈娟说，“我在鼓励她们
做独立自主、有自信的新时代女性时，
也会提醒她们尽早组建自己的家庭，毕
竟既有家庭又有事业才是绝大多数科
研工作者的现状。”

就是这样一个和谐友爱的大家庭，
在陈娟带领下，正在培养更多的科学家
和更多勇敢的人。

陈娟，重庆医科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
得者，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
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巴渝学者”
特聘教授，重庆英才·创新创业领
军人才，带领团队获得“重庆市高
校创新研究群体”，担任重庆医科
大学感染性疾病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微生物与免
疫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
华医学会肝病分会青年委员，中国
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
专业分会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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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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娟教授（左一）正在指导学生做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