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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科博士王婷：

做做一一个个坚坚韧韧执执着着的的““光光明明使使者者””
本报记者 高倩倩

从小体弱多病

憧憬当上医生

冬日的清晨，阳光铺洒而
来。上午8点，早起上班的人们
行色匆匆，开始了一天奔波的
脚步。此时的王婷已早早查完
病房，开始上午的门诊。“我就
是一个普通的大夫，要说成长
进步得比较快，是因为单位给
我的培养和教育。”王婷说，优
秀的团队给了她成长的机会和
营养。王婷的开场白谦逊又低
调，一说话就笑的她有一种天
然的亲和力。

1979年，王婷出生在滨州，
因为父母都要上班，两个多月
大的王婷就被送进了幼儿园。

“后来我妈告诉我，小时候打针
我从来不哭，医生逗一下就笑，
不害怕白大褂。”王婷说，小时
候自己体弱多病，感冒、发烧等
经常光顾，她也成了医院的常
客，“就记得爸爸背着我气喘吁
吁地往医院跑，那时见了医生
也不觉得害怕，觉得他们很厉
害，能让我不再难受。”王婷微
笑着说。那时的她还不知道，医
生带来的安全感在她小小的心
里慢慢发芽了。

高中时，王婷的爷爷得了
视网膜脱离，“当时这是一个很
严重的病，虽然经过手术治疗，
眼睛的视力还是受到了影响。”
那时王婷觉得，做手术时肯定
是脸上切个大口，把整个眼球
都取出来才能进行手术，结果
手术后看到爷爷脸上没有伤
口，很是神奇。因为经常在医院
陪护，加上小时候对医生的崇
拜，她心里暗暗喜欢上了眼科
医生这个职业。

1998年参加高考时，王婷
在志愿表上认认真真填写了滨
州医学院的临床医学专业，自
此她便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
缘。

亲身检验临床效果

用实践积累经验

本科阶段，王婷到滨州医
学院附属医院临床实习。那时，
实习医生是可以给患者打针
的，王婷担心自己打不好，便在
自己身上练习，“刚开始学习，
一般都是同学互相打针练习，
我担心万一扎不好，扎疼别人，
还是对自己下手吧。”王婷说。

本科毕业后，王婷想在专
病治疗上有所突破，便报考了
眼科研究生。“眼睛是心灵的窗
户，我们接收的信息90%以上
都是通过眼睛得来的，所以当
时我报考了眼科专业。”

睑板腺按摩是眼科疾病治
疗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在临床
治疗时，王婷发现患者总会喊
疼，她便亲自去体会这种治疗，
发现确实痛感强烈，在翻阅大
量国外资料后，她对这一传统
手法进行了改良，多次在自己
眼睛上测试，改良后才给病人
施用，患者反映疼痛感少了，治
疗效果也更明显了。临床实践
中，王婷为患者着想、创新手法
的事例还有很多。

研究生阶段，王婷研究方
向是角膜新生血管，这是眼科
界亟待解决的科研难题。那时
的她也是“蛮拼的”，每天动物
房、实验室、宿舍三点一线，每
周都有四五天是在实验室或动
物房待到凌晨一两点。在青岛
读书3年，步行到海边仅10分钟
的路程，可王婷只去过两次，至
今也没学会游泳。

“做实验研究就是这样，开
始了就不能停下来，凌晨出结
果就要凌晨去分析处理，一旦
实验结果论证了自己的想法，
那种兴奋和满足是无以言表

的，根本不会觉得累。”研究生
阶段，王婷就发表了国外的
SCI论文，共计发表了8篇专业
论文，受到导师和业界好评。

为攻克疑难疾病

孜孜不倦深入研究

真菌性角膜炎的复发，一
直是困扰眼科医生的难题，王
婷仔细翻阅了上千本病历，分
析复发患者的特征，总结出了
真菌复发的危险因素，论文作
为期刊封面发表在了国际顶级
的眼科杂志《Ophthalmology》，
为解决这一难题找到了依据。

2010年博士阶段的王婷被
选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
学院做访问学生。美国的学习

被她笑称为“洋插队”，日子艰
苦，却也充实。在美国学习的大
半年时间里，她总是早晨第一
个到，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周末
的时间也争分夺秒做研究。学
成归来时，她的论文发表在了
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为
糖尿病眼病患者的治疗带来了
希望。可当同事、朋友问起来美
国的风景和风土人情时，她却
给不出精彩的回答，笑着说：

“我就记得实验台上的瓶瓶罐
罐和学校里的花花草草了。”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在院士
谢立信的带领下，经过20多年
的发展，现在具有三个国家级
平台：卫计委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项目建设单位，教育部国家
重点学科联合建设单位，科技
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
育基地。王婷也受益于平台和
团队的力量。付出总有回报，年
轻的王婷以出色的研究成果，
跟随谢院士和史伟云教授带领
的学术团队，共同获得了一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山
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病情“过目不忘”

把医院当成家

2004年，山东省眼科研究
所筹办的山东省眼科医院开始
试运营，还没博士毕业的王婷
便到济南参与了前期准备工
作。2006年，山东省眼科医院搬
到现在位于经四路的院址，王
婷便到此开始了自己的正式工
作，与医院同成长。

“刚开始时，医院只有四个
医生值夜班，有时忙起来一个
礼拜都住在医院。”王婷说，刚
开始人手较少，自己主管的病
患很多，“见得多了，进步得自
然就快。”虽然那时天天忙得团
团转，可说到那段经历，王婷丝
毫不说苦和累。

现在，王婷每年门诊量达
3000余人次，1000多台手术，每
天忙忙碌碌，可她对病人的病
情却了如指掌。王婷查房时，下
级医生会拿着病历介绍病人的
情况，视力、眼压等数据稍有出
入，王婷也会分辨出来，“只要
我治疗过的患者，病情我都会
记得清清楚楚。”

2014年夏天，山东省眼科
医院开放夜间门诊，王婷冲在
了最前线“打头阵”，“开始大家
都觉得夜间看病的患者不会
多，我第一天晚上就接诊17个
患者。”王婷说，开放夜间门诊
后节省了患者请假的时间和费
用。

“当患者打开纱布时说看
到了，那种满足感是没法形容
的，所有的疲惫瞬间就消失
了。”王婷说，一位百岁老人由
于年纪大，考虑到手术风险和
双眼全盲，王婷亲自为她进行
了白内障手术，术后打开纱布
时，老人看到身边的子女，说

“你们怎么都这么老了，我十几
年没看到你们了”，把大家都逗
乐了。王婷说，那种笑是发自内
心的，为患者送去光明就是她
最大的幸福。

创新原位角膜移植

盼更多人重获光明

2009年，山东省红十字会
眼库成立挂靠在山东省眼科医
院，目前已有200多例捐献者。
王婷和其团队创新的“原位角
膜”捐献术，让捐献者家属更能
接受角膜捐献，更感欣慰。

“以前的眼膜捐赠手术都
是取眼球，对捐赠者的遗容影
响较大，我们创新的‘原位角
膜’捐献术只是把透明的眼角
膜取出来，很小的切口，对患者
遗容没有影响，取下后，我们还
会再放一个医学美容角膜进
去。”王婷说，去年，一位捐赠者
家属要求站在一旁见证，手术
结束后，他深深鞠了一躬，感谢
医护人员对逝者的关爱与尊
重。”王婷说，从最早一年的5例
捐献，到2014年的63例捐献，现
在人们的观念在改变，接受度
也更广了，“其实，这些传递光
明和爱心的角膜捐赠者才是最
伟大的。”

取下的眼角膜对存放环境
有较高的要求，一般只能保存
24-48小时。为了延长眼角膜
的存放时间，单位的研究团队
专门研制了有独立知识产权的
眼角膜保存液，“眼角膜存放加
入这种营养液后，可存放7-10
天，这也给移植眼角膜的患者
争取了时间。”

从医过程中，王婷遇到家
庭贫困的患者，总会尽力帮忙。
给患者买饭、想方设法减免其
治疗费用等。热心公益的王婷
这些年来参与过多次下乡、进
社区和敬老院义诊。因为积极
参加省里组织的贫困白内障复
明工作，她获评全省卫生系统
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项目“示
范标兵”。

采访间隙，王婷为一位患
者做了术前检查。“我们这工作
就是这样，没有完整的时间。”
王婷起身坐到了显微镜前，认
真又专注，那里才是她的舞台。

工作很严谨

生活挺单调

王婷的诊疗桌抽屉里总少不
了糖果、贴纸、小汽车等好吃好玩
的“小玩意儿”，这些都是她对付
小患者的“秘密武器”。“做检查的
时候其实不疼，但是孩子如果害
怕不配合检查，就需要用让孩子
睡觉的药物，孩子受罪不说还要
多一些费用。所以，要想办法哄孩
子高兴，让他们配合检查。”王婷
说，现在门诊上遇到比较“难搞
定”的小患者大家都会转诊到她
这里来。

给小朋友的病历上贴小红
花、小五星等贴图，也是王婷用来
笼络小患者的方法，“类似现在流
行的‘集赞’，不哭不闹的小患者
可以得一朵小红花，这样孩子们
就不会太抵触。”王婷笑着说，看
到孩子们病怏怏的样子入院，她
会心疼，等到治愈出院时，孩子们
伸着双手跑向自己喊“王阿姨”
时，心里又会特别满足。

心疼小患者

有独家妙招

相关链接

如今，王婷是山东省眼科医
院的副院长，在接诊、手术之余，
还承担着行政管理的责任，“基本
是上午看门诊，下午做手术，中午
和晚上的时间做行政。”王婷一天
的日程表都安排得满满的，从早
晨7点20分开始查房到晚上9点多
才下班，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
医院里度过。

除了医院的日常工作，王婷
还是青岛大学医学院和济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的硕士生导师，如
今带着三个研究生。“刚进入临床
的研究生还是很稚嫩的，从临床
技能到科学研究，我要求都比较
严格。”王婷说，自己看门诊、做手
术时都会让学生观摩，工作中的
那分责任感也被她带进了教学
中。

“我的导师是史伟云教授，史
教授的老师是谢立信院士，我是
谢院士的徒孙，从院士身上学到
很多，敬业、严谨、认真，也会在教
学中传承下去。”王婷说，自己只
是一名最普通的医生，幸运的是
遇到了好平台、好团队。

从小体弱多病
的她有一个执着的
梦想——— 当医生治
病救人，高考报志愿
时，她坚定地写下了

“临床医学”专业，继
而考研、读博士，成
了一名“光明使者”。
身为眼科大夫的她
为众多患者送去光
明，为了减轻患者疼
痛，她在自己身上练
习；为了减少孩子的
恐惧，她有“独家秘
诀”。工作认真，她是
患者心中的好大夫；
教学严谨，她也是学
生眼中的好导师。

对团队心怀感
恩，她说自己的成就
源于团队的力量。对
患者高度负责，病人
重获光明是她最大
的幸福。她就是山东
省眼科医院副院长、
眼科学博士、硕士生
导师——— 王婷。正是
这个她，努力为患者
守住最后的光明，立
志做一个坚韧执着
的“光明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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