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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田丰丰的实验室，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数十只透明的小笼子，笼子里
装的，是数量不等的小白鼠和小黑鼠，
其中一些小白鼠比较特别，耳朵上还打
着“耳钉”。

田丰丰说，这是他做的一些标记，
“这些小鼠是从美国一家实验室进口的
转基因鼠，专门用作乳腺癌的研究，别看
他们小，身价不菲，一只就要数万元”。

小白鼠、小黑鼠是怎么配合田丰丰
工作的？他介绍说，在新药用于临床
前，动物实验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之所
以用小鼠做实验，是因为大部分人类会
得的病小鼠也会得，再加上小鼠生命周
期短，只有两年左右，相当于把人的一
生压缩，所以能较快见到实验效果。

“我们不能仅仅把它们当成实验
对象，它们更是我们团队中重要的成
员。”田丰丰向自己的学生们强调，虽
然是做实验，但一定要有保护动物的
理念。

比如，它们喝的是指定品牌的纯
净水，吃的是专门购买的特制食物。
数百只小鼠，每只都有自己的“身份
证”，每天有专人为它们量心跳、测血
压、测脉搏，并一一记录在案。

80后海归博士后田丰丰正带领团队在洛进行
医学实验，有望实现对疾病的超早期诊断

将来戴上特制眼镜
就能看见哪里有病

今年34岁的田丰丰是个80后，
十几年前，田丰丰从当时的洛阳医专
（今河南科技大学）毕业后，到日本留
学，一待就是10年。

在日本考上硕博连读，进入冈山
大学医学部的实验室后，他和众多师
兄师姐一样，从刷试管开始。当时刷
试管有个“潜规则”——每支试管要
刷30遍才算合格。为什么要费这么
大劲儿呢？于是，他在刷试管时，每
支都只刷3遍。

一个月后，教授把大家叫到一
起，拿出一支田丰丰的师兄刷的试
管，再拿出一支田丰丰刷的试管。
尽管两支试管看起来没有差别，但
当教授将同样的有机溶剂倒进去之
后，田丰丰师兄刷的试管里的溶剂
没有变化，但他刷的试管里溶剂已
变了颜色。

“你要想在这里得到认可，就要
付出五个日本人的努力。”教授的这
句话，田丰丰深深印在了脑海里。

他对自己制定了更高的标准，
“别人刷试管一次刷100下，我会刷
150下。无论做任何事都要标准更
高。”他说。

离开日本后，田丰丰来到美国被
誉为“南哈佛”的埃默里大学，从事博
士后的研究工作。在海外多年，他

“回到祖国、报效祖国”的念头越来越
强烈。去年10月，他的愿望终于在河
科大一附院得以实现。“这样的速度
在国外也是很少见的。”指着实验室
里已经到位的各种仪器，田丰丰说。

他说：“搞科研有时候如同跟高
手过招，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就看谁
最先研究出成果来了。”

去年10月，从美国学成归来的田丰丰进入河南
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随他一起回来的，是
一系列光环：医学博士、脑神经病学教授、世界分子
影响学会会员、美国心脏学会会员……到医院后，他
被任命为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神经疾病研究所副
所长，并带领团队，在新区医院筹建一所国际标准的
神经疾病研究所。

而这个研究所，首要的目标，就是在分子水平
上，对脑梗死采用自噬手段，进行超早期诊断研
究。而研究一旦成功，将是“世界首次”。

据田丰丰介绍，这一研究，在医学领域被称为
活体示踪诊断技术。技术成熟后，医生戴上特制眼
镜，用肉眼就能看到患者的病变位置，并能观察到
动态的变化过程。这项技术一旦用于临床，在疾病
的诊断方面将获得革命性成果。

目前田丰丰已在带荧光的转基因小鼠身上实
现活体示踪，下一步他计划将分子探针投入小鼠
体内，达到同样的目的。“在小鼠身上实验成功后，
就可以在更高等的动物，比如猴子身上做实验，最
后的目的是用于临床。”田丰丰说，活体示踪最终
可以实现对疾病超早期的诊断，例如在一个人患
脑栓塞之前，就可以“预见”到他将得脑栓塞，进而
提前干预。

“这项技术可能颠覆大家对看病的认识。”田丰
丰说，一般人治病要么吃药，要么做手术，而他们正
在进行的研究，通俗地说，就是通过基因技术，让体
内的病变细胞“改邪归正”，比如将脑梗死坏死区炎
症细胞内插入神经细胞的特有基因，使其行使神经
细胞的功能，实现原位转化。据介绍，目前技术上已
经能够实现体外培养人体大多数器官，而且这些器
官在移植进患者自己体内不会产生排异反应。而当
解决了复制记忆功能的问题，甚至连大脑也可以复
制了。

“目前我们已经确立了理论依据，下一步则是要
通过大量的实验，一步步将其变为现实。”田丰丰说，
也许在未来，人的寿命可以由此得到延长，治病就会
变得如同修理汽车，坏了换一个零件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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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海归博士后田丰丰，如
今是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新区医院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
神经疾病研究所副所长。

他的愿望，是通过自己以及
团队争分夺秒的实验、研究，最大
限度地减轻和消除病痛对人们的
折磨。比如，戴上特制眼镜，医生
用肉眼就能看到患者的病变位
置，观察变化过程，介入治疗……
这听似好莱坞大片儿中才有的场
景，是真的吗？昨日，洛阳晚报记
者走进田丰丰的实验室。

戴着“耳钉”的小白鼠
是他的工作“伙伴”

好莱坞大片儿上的场景
有望在这间实验室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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