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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冻人症，是世界五大绝症之一，因去年风靡世界的冰桶挑战而再次广受关注。该病在发病前
无法被确诊，等到发病后，病人只能在“渐冻”的绝望中等待死亡……

河科大一附院新区医院神经疾病研究所副所长、海归博士田丰丰，用十余年时间潜心研究渐冻
人症诊疗技术。当该技术应用于临床，渐冻人有望早期被治愈，在中期提高生活质量，延长存活时
间。日前，在第二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河南分赛区总决赛中，由田丰丰组织设计的诊
疗渐冻人症的相关项目获得全省创业组一等奖。

渐冻人能否“解冻”？
洛阳博士或给出答案

渐冻人症，是世界五大绝症之一，因去年风靡世界的冰桶挑战而再次广受关注

对于渐冻人症来说，田丰丰的科研
成果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但很少有人
知道，在田丰丰从事该项目研究的初
期，曾遭受不少排挤和阻拦。

十几年前，田丰丰从当时的洛阳医
专(今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到
日本留学，并在日本硕博连读，一待就
是10年。

在日留学期间，他开始参与该项目
研究，但有日本人排挤他，认为他是外国
人，会使日本的领先技术外流，后来幸有
导师力排众议，他才得以继续研究。

多年后，田丰丰成了该研究领域的
佼佼者，在日本厚生劳动省（相当于行
使我国卫计委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职能的部门）的报告会上，他以一个
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作为团队代表上台
作报告。当时，前排一名日本官员怀疑
是不是搞错了人，田丰丰大声回答：“没
错，就是我。”在报告会结束时，他讲起
被排挤的经历，并在台上说：“我在你们
的家里打败了你们。”

打败素以严谨勤奋著称的日本人，
田丰丰靠的是超常的毅力和努力。在
留学期间，他每天仅睡2至3个小时，直
到现在也是几乎全年无休，在一年中除
了出差或有重要的事儿，他就只待在实
验室里。

为什么这么拼？田丰丰说：“我国
的渐冻人症患者保守估计有100万，他
们每一秒都在无奈、痛苦、绝望中倒数
着自己的生命。我们早一秒成功，就
能救很多人，我们晚一秒成功，很多生
命就会因此消失。我是医生，我必须这
么做。”

在河科大一附院新区医院神经疾
病研究所，记者看到一段影像：在一个
培养箱内，研究人员培养了一个心脏组
织，在镜头下，心脏组织不停地跳动。
田丰丰说，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个组织
已经成活。

该院工作人员介绍，在田丰丰的带
领下，该院在心脏组织、神经组织及胰脏
组织的再生研究方面，已在动物实验中
取得突破。目前，该项目的几项技术已
经申请专利并获得保护，待走完一系列
程序，并得到批准，该项目即可用于临床
治疗。

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渐冻人
症有望在发病前5至 10年得到诊断；
在发病后，由传统的1至3年的确诊时
间缩短到1至3天，且不会出现误诊；确
诊费用也将由10万元降低至千元。

在治疗阶段，早期渐冻人症有望被
治愈，中期患者则可以延长其存活时间，
提高肌体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

渐冻人症诊疗是一项世界性难
题，我国对此的研究更是处于初级
阶段，但按照田丰丰团队的研究方
向，如果该项目进展顺利，未来人们
或许只需要服下一粒药，身体中导
致渐冻人症的突变分子就会发光，
从而早期干预并得到治愈。1980
年出生的田丰丰，是如何在这一难
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的？

田丰丰说，超早期诊疗渐冻人
症主要靠两项核心技术：荧光探针

和组织再造。
“人的身体由分子组成细胞，细

胞组成组织，或许当我们的身体看
起来十分正常时，分子层面已是惊
涛骇浪。”田丰丰说，荧光探针，正是
针对分子层面展开的诊断。

当人们服下一粒药，其中的荧
光探针会与体内运动细胞的分子结
合，一旦分子异常，荧光探针就会发
光预警，医疗干预即可在发病前展
开。目前，该技术为世界首创。

传统的渐冻人症治疗方式主要
有干细胞移植、基因治疗和免疫治
疗，但疗效均有限。田丰丰打了个
比方：“以干细胞移植来讲，就像一
棵树在沙漠中渴死了，你再种一棵
仍然会渴死，因为树所处的恶劣环
境没有改变，细胞无法存活。”

组织再生技术，不仅培育了新的
细胞，连同“环境”（组织）一起再造，这
相当于在沙漠中造了一片绿洲，使细
胞可以健康存活、发挥功能。

田丰丰博士组织设计的这个项
目叫“组织再生技术在疾病治疗中
的应用”，获得全省唯一的创业组一
等奖。该项目有望被推荐代表我省
参加全国青年创业训练营及第二届

“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全
国决赛。

该项目的全称是“ALS疾病的
超早期诊断以及组织再生在治疗
中的应用”。ALS是肌萎缩性脊髓
侧索硬化症的英文缩写，它有一个

更被大家所熟知的名字渐冻人症。
渐冻人症的患者发病后全身肌

肉逐渐萎缩，导致运动功能逐渐退
化，最后发展为全身无力、长期卧床
甚至无法自主呼吸，多数患者最终
死于窒息。因在长达3至5年的发
病过程中，病人始终意识清醒，但只
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死亡，渐
冻人症又被称为“最残忍的疾病”。
目前，全世界每年每十万人中就有
一例渐冻人症。

田丰丰获奖的项目便是针对渐
冻人症的超早期诊断和治疗的。从
十余年前在日本留学时开始，他便
埋头于这项研究，并于2013年回国
后继续进行研究。全省共有515个
项目参加本届比赛。田丰丰指导吴
剑男、申蒙蒙等组员携该项目参赛。
历经全省青年创业精英提升训练营
培训、晋级赛、总决赛以及项目路演、
现场答辩、评委互动等环节，该项目
最终获得全省创业组一等奖。

在日留学时遭排挤，回国后
专注于研究，与时间赛跑

发病后确诊时间有望缩短到
1至3天，确诊费用可降至千元

研究渐冻人症诊疗技术，洛阳海归博士获奖

服药即可在发病前展开医疗干预，该技术为世界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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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丰丰在观察动物实验中小鼠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