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人物
2021年11月25日 星期四

主编：刘代荣 编辑：牛小芒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06

郑怡：瞄准糖尿病并发症开展创新性研究
本报记者 樊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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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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怡，1984年生，博士，陆军军
医大学新桥医院内分泌科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获得者，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协会会员，重庆市创新研究群体骨
干，陆军军医大学引进人才。担任
北美华人糖尿病学会委员、中国老
年医学学会老年病学分会代谢疾病
专委会委员、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内
分泌与代谢专委会青年委员、重庆
市医学会糖尿病专委会委员等学术
职务。长期从事氧化应激与糖尿病
并发症的研究工作，以第一作者/通
讯作者发表SCI论文13篇，影响因
子IF>10分3篇。

近10年我国因糖尿病导致的经济
损失有3.8万亿元，其中80%用于并发
症的治疗。在临床上，糖尿病并发症是
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的首要原因。

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她长期从
事氧化应激与糖尿病并发症的研究工
作，整天与生化检验仪、免疫检验仪器、
微生物检验仪、用于做实验的小动物打
交道，并以此为乐；她35岁就晋升为正
高级研究员，成为博士生导师；她的研
究成果刊发在影响因子高的SCI期刊
上，拿到了不少荣誉与研究基金；她致
力于让人们远离糖尿病并发症危害，她
就是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内分泌科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郑怡。

近日，记者走进陆军军医大学新
桥医院内分泌科，采访了郑怡，了解她
科研创新背后的故事。

学医之路
只管攀登不问高

1984年，郑怡出生于辽宁省大连
市。从小，她就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
的优秀学生，是叔叔阿姨口中常提起的

“别人家的孩子”。
“小时候家里有长辈从事航天工作

的，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也有从事医疗
工作的，每当别人问我长大想做什么，
我就会说想做科学家、医生、老师。随
着年龄增长，我对医学尤其向往，脑子
里经常想象着自己将来穿着白大褂奋
战在治病救人第一线。”郑怡回忆道。

那是什么原因让她最终走上了现
在临床科学研究这条道路呢？

时间回溯到 2003 年。一场
SARS疫情，让预防医学专业人员
的紧缺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
的缺失浮出了水面。这一年，高
考结束后的郑怡在填报志愿时，
放弃了自己一直向往的临床医
学，毅然选择了中国医科大学的
预防医学专业。在她看来，临床
医学主要是对个体健康方面的
研究，而预防医学主要是对群体
健康方面的研究，重在如何“防患
于未然”，在疾病发现之前进行早
期的预警和管理正是她未来追求
的目标。

十年磨一剑。在中国医科大学本
硕博连读期间，郑怡一直刻苦学习，由于
表现优秀，2008—2010年，她加入导师团
队，参与完成了科技部“十一五”支撑项
目，为自己积累了丰富的科研阅历。

2011年，郑怡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药理毒理学院进行博士联合培养，跟随
氧化应激信号领域专家，研究氧化与抗
氧化体系的平衡在机体生理病理过程
中的作用。

“在异乡求学的日子里，通宵做实
验是家常便饭，有时候整栋楼除了我都
没有人了，但那时感觉浑身充满了求知
的欲望，就想着潜心做科研，学有所成
后回国。”郑怡告诉记者。

在美国求学期间，郑怡发表了多篇
SCI论文，有些甚至被选入NIEHS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50周年刊物中。

2013年，郑怡博士顺利毕业，满腔

热血，亟待挥洒。

扎根重庆
追根求源探寻病因

回国后的郑怡，选择了重庆作为自
己职业生涯的落脚地。

“当时实验室有几个师兄是重庆
人，都在陆军军医大学（原第三军医大
学）工作。我的性格也是愿意到处去
走、到处去闯荡的，后来经
他们介绍，博士毕
业之后我就

来 了 重
庆。”郑怡介
绍。

在陆军军医大学药学
院，郑怡跟随国家杰青导师从事博士后
研究，继续从抗氧化对疾病的治疗方向
做进一步研究，出站后，她被引进到新
桥医院内分泌科从事临床科研工作。

近年来，郑怡一直从事氧化应激与
糖尿病并发症的研究工作，尤其关注线
粒体氧化应激是如何引致糖尿病并发
症形成的。郑怡介绍，在临床上，糖尿
病并发症是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的首

要原因，目前，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导致
的各种并发症的共同原因都指向了机
体氧化系统与抗氧化系统的失衡，这一
领域的研究至关重要。

“我们课题组前期已经发现一些抗
氧化剂在并发症的预防与治疗方面有
着显著的效果，虽然大部分数据是来源
于动物实验，但人群上也已经有很多的
证据，而且现在国外也有若干进入临床
试验的抗氧化剂。此外，我们也发现了
一些临床上正在使用的药物具有拮抗

氧化应激的作用，可以使患
者在治病的同时，

获 得 额 外 的

受 益 ，这
也可以增加临

床药物的适应症。
科研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

也期待会得到好的结果，造福患者。”郑
怡告诉记者。

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实验室里，
然后把梳理好的每个问题整理成一篇
科研论文，也许在常人眼中，这样的生
活枯燥乏味，但在郑怡看来，做科研的
趣味在于每天都有新的问题要面对与
解决，用科研充实生活正是她所向往的
状态。

“临床科学研究是为了解决临床上
未知的问题，我觉得我的工作和临床医
生的工作相比，趣味性和成就感要更高
一些。比如说，我目前研究的领域是针
对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糖尿病肾病、
糖尿病溃疡、肥胖、脂肪肝等。临床医
生的工作是针对每个个体患者的病状
进行针对性治疗，而我的工作是告诉
患者、医生，甚至大众，你为什么会得
这个病，以及相应地如何预防不得
病。总体来说，我的工作追寻的是事
物的本质，面向更多的人，病人的需要
就是我们研究的方向，我觉得非常有
意义。”郑怡介绍。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由于她刻苦钻
研，科研成果非常丰硕：以第一/通讯作者
在 Hepatology、Diabetes、EMBO Mol
Med、Angew Chem Int Ed Engl、
J Mol Cell Biol等SCI期刊发表论著13
篇，其中 IF>10 的 3 篇，2 篇获 F1000
Prime推荐阅读，被生命科学网站Bio-
Portfolio刊登介绍。参与的“糖尿病并发
症发生机制及诊治关键技术研究”获
2019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近年
来，她所承担参与的科研项目得到了包
括国家优秀青年基金在内的多项科学基
金的资助，经费达600余万元。

教研相长
真情倾注育桃李

从助理研究员到副研究员，再到正
高级研究员，一路走来，郑怡有着自己
的梦想。

“求学生涯中，每个导师都教会了
我太多的东西。让我记忆尤深的是我
的博士生导师孙贵范教授，他是一位德
高望重的学者，对我的培养一直都是循
循善诱，引导我去思考、去解决问题。
我还记得他那时带着我们这些学生一
起驱车几千公里，下到病区采样，在现
场对我们详细地讲解知识，他曾传授
的科研精神和方法让我终身受益。”
郑怡回忆道。

2019年，才度过学生时期没几
年的郑怡破格当上博士生导师，
她深感自己身上责任重大。她不
仅想在临床科学研究这条道路上
走得更远，也想和以前的导师一
样当一个好导师，为学生们传道授
业解惑。

“我和我的学生基本和朋友一
样相处，因为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处境
与需求。我觉得具备逻辑性的思维方
式对硕士、博士的培养很重要，所以我
不会一味要求他们去做什么，而是引导
他们自己去思考应该做什么。我经常
和他们聊天，不仅和他们讨论我自己正
在进行的课题，也讨论他们今后的人生
规划。”郑怡告诉记者。

每当有学生发表了高影响力的
SCI论文，以优异的成绩按时毕业，郑
怡心中就无比满足。在她看来，每个
人都有自己前进的方向，当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未来，我希望在这个领域继续深
耕细作，希望我们研究的课题能转化为
临床，从药厂到病房，到药房，造福患
者。如果我的工作能够为人类健康作
出哪怕一点点的贡献，我就很满足了。
毕竟医学这个领域真的是浩瀚的海洋，
有太多问题都是没有统一答案的。”谈
及今后的打算，郑怡说道。

郑怡郑怡（（前排左二前排左二））
和实验室成员和实验室成员。。

郑怡郑怡（（后排右一后排右一））
指导学生做实验指导学生做实验。。

郑怡在美国郑怡在美国
ADAADA大会上发大会上发言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