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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俗称“羊角风”或“羊癫风”，
是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重点防控的神
经精神疾病之一。据流行病学统计，
我国现有近1000万名癫痫患者，全世
界达到了5000万名，给家庭和社会带
来了沉重的健康和经济负担。

“癫痫病发作时，病人可能会突然
倒地，手脚抽搐，双眼上翻，口吐白
沫。”这是癫痫病留给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下称重医附一院）副研究
员田鑫儿时的最初印象。在几次亲眼
目睹癫痫患者发病时的“可怕”场景
后，田鑫暗自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当
一名医生，找到治疗癫痫病的办法。

高考那年，田鑫以优异的成绩考
上了重庆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七
年制本硕连读），并在攻读研究生阶段
选择了神经内科学方向，师从我国著
名癫痫学家王学峰开展癫痫疾病的发
病机制研究与临床诊疗工作。

“第一次走进王老师的诊室，我就
被那一排排醒目的铁皮柜子所吸引。”
田鑫告诉记者，柜子里装着很多封面
已经泛黄的纸质癫痫病历资料，不难
看出，它们已经颇有年代。

柜子里的资料是当年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分迁来渝创建神经内科的沈
鼎烈老师传给王学峰教授的“宝库”，
里面放着他们从1972年开始建立的
癫痫患者档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病历资料现在已达到1.8万多份。“王
老师告诉我，为每一位病人建立规范
详细的临床随访档案，既是对病人高
度负责，也会为破解疾病诊疗中的难
题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和方向。”田鑫
如是说。

随着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市面
上已经有数十种抗癫痫药物被用于
癫痫的临床治疗，但仍有接近三分之
一的癫痫患者在服用多种药物后治
疗效果不佳，最终发展为顽固的耐药
性癫痫，也被称为难治性癫痫。如何
治疗耐药性癫痫，一直是神经内科学
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之一，这也
是田鑫跟随导师长期致力攻坚的研

究方向。
现如今，作为重医附一院神经内

科临床医生、重庆医科大学教师，同时
也是科学研究工作者的田鑫，坚守初
心，干劲十足，在做好临床和教学工作
的同时，常常利用自己空余时间扎进
实验室，在癫痫研究领域刻苦钻研，深
耕不辍，一直走在破解耐药性癫痫难
题的路上。

田鑫和科研团队建立了耐药性癫
痫的模型，在国际上率先找到了耐药
性癫痫发病的关键基因，系统总结了
耐药性癫痫的发生发展规律，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新的防治方案，诸多研
究理论在癫痫行业领域起着重要的引
领性、示范性作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专业上
的不懈努力和科研上的潜心钻研，田
鑫和科研团队在耐药性癫痫的基础探
索和临床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
的突破。近年来，田鑫主持各级科研
项目6项，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SCI论
文40余篇，参编出版国际学术专著3
部，参编全国临床医学教材1部，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3项，多次受邀在国内
外学术会议上作发言报告，兼任多家
学术期刊的青年编委和审稿专家。

基于丰硕的研究成果，田鑫近年
被评为教育部首届百名研究生党员标
兵、重庆市青年拔尖人才，获得重庆市
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重庆
市十佳科技青年奖、重庆市青少年科
技创新市长奖等荣誉。

“作为青年一代，我们无疑是幸运
的：幸运地站在了前辈老师们打下的
坚实基础上，幸运地遇上了医学蓬勃
发展的新时代，幸运地享受到党和国
家的人才支持政策。我们肩负着责
任，一定会牢记使命，为祖国的医药卫
生事业努力奋斗！”田鑫在重庆英才讲
堂专题报告会上满怀信心地说道。

秉持精益求精的医术、持之以恒
的钻研精神与心系患者的仁爱之心，
田鑫一直在行医路上执着向前，护佑
越来越多的患者走出疾病的阴霾……

田鑫：

潜心钻研
破解耐药性癫痫难题

本报记者 沈静

田鑫在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 受访者供图

2016年的春节，天刚亮，涪陵页
岩气田所在的焦石镇便喧哗热闹起
来，街上时有欢声笑语，空气中弥漫着
浓浓的年味。

刘乔平站在窗边，目光随着窗外
的嬉戏打闹，把思绪拉回到了家乡贵
州，眼前浮现了一家人坐在桌前吃着
年夜饭、聊着家常、谈着来年打算的场
景，孩子稚嫩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正
要和他讨要压岁钱……

“老刘，你快来看看，仪表数据波
动很大，要好好检查一下。”一阵急促
的敲门声和同事的叫喊声，惊醒了回
忆中的刘乔平。他脸上的笑意退去，
立刻带好相关设备往门口走去。

这样的过年方式已经数不清是多
少次了。作为中石化重庆涪陵页岩气
勘探开发有限公司油田专家、高级工
程师的刘乔平，面对页岩气开发的众
多难题，科研任务重，必须长年扎根大
山，全身心投入采气事业中。在春节
这种重大节日，为了保证千家万户“气
不能停”，只能牺牲自己与家人团聚的
时光。

“对于家人，我心中有愧，但是无
怨无悔。”刘乔平望向不远处被市政府
命名的“页岩气开发功勋井”，目光如
炬。

“页岩气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
源，对环境保护、低碳生活都很重要，
我国的资源储藏量非常丰富，有很好
的开发前景。”刘乔平介绍道。

自1999年参加工作以来，刘乔平
一直从事采气工艺技术研究和管理
工作，有很深的采气工艺技术研究基
础和丰富的现场管理经验。2013年，
为了完成页岩气快速开发的目标，刘
乔平作为江汉油田首批技术骨干奔
赴涪陵焦石一线，加入气田开发队
伍。

页岩气开发周期长，投资大，风险
也大。当时我国的页岩气勘探开发还
处在起步阶段，国内没有成熟的技术
可以借鉴，且涪陵焦石坝地区处于山
地，地质地貌条件特殊，环境十分艰

苦。面对这些困难，刘乔平没有丝毫
退缩，选择了迎难而上。

“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肯想、肯
干，就总能化解一个个难题。”刘乔平
说，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把每分每
秒都利用起来。白天去山区里的井场
勘探，观察记录气田的最新情况；晚上
在档案室里查阅各种国内外文献，钻
研开采技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的理论积
累与实践应用，刘乔平攻克了复杂山
地环境管网积液影响页岩气集输等难
题，研究出了一系列排水采气工艺技
术，不仅在涪陵页岩气田取得了很好
的应用效果，为气田的上产奠定了基
础，对国内其他气田也起到了很好的
借鉴作用。

同时，刘乔平还先后参与主持了
许多国内重大课题项目研究。针对页
岩气田降压稳产阶段地面集输关键技
术研究，他集成了增压开采技术，形成
了集输系统控压降技术，创新了集输
系统生产组织模式，实现了增产页岩
气 19.09 亿立方米，新增利润 6.07 亿
元；针对气井中后期出现的气筒积液
难题，他积极开展排水采气工艺技术
攻关，成功研发出高效气举、物理消
泡、智能柱塞举升等页岩气特有的排
水采气技术系列，年增气逾12亿立方
米……

在一头扎进采气技术的同时，刘
乔平也关注到了科技智能化发展。他
带领采气工艺技术人员开发了智能化
采气管理平台，协助技术人员进行技
术改造，省去了一部分人工操作成本，
提高了工作效率。

“现在各行各业的趋势都是智能
化，我们气田也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希
望将来能把智能化管理在气田上推广
应用起来，提高生产效率。”刘乔平说。

不怕苦，能吃苦，不畏难，战艰难，
是刘乔平工作的写照。在页岩气勘探
开发的路上，他凭借着认真刻苦的

“钻”劲，不断前进，跑出气田增产的
“加速度”。

刘乔平：

助气田增产
保万家用气

本报见习记者 王寅寅

刘乔平（左）为同事讲解操作。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