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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人们吃鸡，总习惯于把
‘鸡屁股’切下来扔掉，但对于鸡
来说，这里却有它最重要的免疫器
官——法氏囊。”刘秀梵解释，鸡如果
得了传染性法氏囊病，不仅会产生免
疫抑制，使抵抗力下降，而且还会大批
死亡，所以这种病俗称为“鸡艾滋
病”。曾几何时，我国也从国外引进了
一些疫苗，不过时间一长，这些疫苗的
保护力就逐渐下降，鸡的免疫力也会
越来越差。

法氏囊病毒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病
毒，在不同宿主系统传代时很容易变
异。经过无数次实验，刘秀梵带领团
队终于通过交叉传代的方法，获得了
理想的疫苗毒株。

刘秀梵的破冰研究离不开他在美
国学习期间养成的“泡”实验室习
惯。“当时每天工作12—16小时，周
末也不休息。”除了选修与兽医和医
学有关的课程外，连轴转的他还进行
了鸡马立克氏病的单克隆抗体的研
究，正是这个读起来略显拗口的专业
术语，成了刘秀梵大半辈子的科研

“羁绊”。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物质生

活匮乏，刘秀梵在国内的月工资是
80元钱，而到了美国，国家一个月
就要给400美元生活费，“我觉得这
是很不容易的，是国内的老百姓供养
了我”。

“刚到美国，帮我办手
续的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看到我的简历，
就说，‘哦，你
是学兽医的’，便
称我为 Doc-
tor（医生），
而称其他的
访 问 学 者
为 Mister
（先生）。”
只是这一
点 点 的 不
一 般 ， 就
让当时的刘
秀梵倍感欣
喜 ，“ 在 国
外，兽医是个
很受尊重的职
业，念兽医很了
不得的。”

1982年11月，访问结
束，刘秀梵回国。回国后不到
3年，刘秀梵率先将单抗体技术应用
于动物疫病的研究和控制。他研制的
鸡马立克氏病病毒、新城疫病毒、大
肠杆菌、沙门氏菌、禽流感病毒等7
种病原体不同表位的单抗100多种，
这其中，鸡马立克氏病病毒单抗已成
为国际血清分型的标准试剂。单克隆
抗体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
而且达到了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
平。2003年，鸡传染性法氏囊病中
等毒力活疫苗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近些年，禽流感时不时地成为公
众关注和热议的焦点。其实，早在
20多年前，刘秀梵就和“禽流感”
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8年，H9N2亚型禽流感突
然在全国暴发。“我们学校有个校友
是上海大江公司的总经理，他们公司
是一个集养殖、饲料和食品加工的联
合企业，年饲养肉鸡6000万只。该

病毒很快传遍公司所有的种鸡场和肉
鸡场，损失巨大。校友第一时间联系
了我们，在确诊治疗该病的同时，我
们也加快了该亚型禽流感疫苗研究的
步伐。”刘秀梵回忆道。

那一年，他带领团队在禽流感主
要流行地区开展H9N2亚型禽流感流
行病学调查，采集了13个省市的病
毒，进行系统分析鉴定和遗传发生分
析，从实验室研究到现场疫情分析，争
分夺秒。

仅用了半年时间，国内第一个禽
流感疫苗（H9亚型）诞生了，并于
2002年2月获得生产许可。此后几
年间，这种亚型禽流感得到了有效控
制，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
的社会效益。

2005年，刘秀梵当选中国工程
院院士。

提及目前引发大众恐慌的H5、
H7亚型流感病毒，刘秀梵表示，暴
露人群中感染H5、H7亚型流感病毒
的概率非常低，和季节性流感相比小
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恐慌是完
全没必要的。但我们必须加强禽流感
病毒的监测，以防病毒变异后可人传
人，引发新的流感疫情。

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控制，不仅有
经济上的重要意义，而且还对公共卫
生健康等都有重要作用，刘秀梵的团

队也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针对严重危害世界养禽业的烈性

传染病“新城疫”，刘秀梵带领团队
历经18年，成功研制出重组新城疫
病毒灭活疫苗（A-VII株）。这是我
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城疫
疫苗，也是国内首个将减少排毒作为
效检质量标准的新城疫疫苗，可同时
预防鸡群和鹅群中的新城疫，为我国
《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中
新城疫防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关键技
术支撑，同时显著提升了国内该行业
的核心竞争力。该疫苗获国家一类新
兽药注册证书——全国历年累计仅有
9个一类新兽药证书。2020 年初，
这项成果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
奖。自应用以来，该疫苗累计生产销
售75.1亿羽份，在全国31个省份推
广应用，为养殖企业增效 50 多亿

元。

大
家

埃博拉病毒，最开始由猴子传染给人类；登革热病毒，通过蚊子从马或
者禽类传播给了人类；鼠疫，传播源是老鼠……近年来，由动物病原引起的
人类流行病在全球多地暴发。

“动物与人，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一个大的公共卫生系统。70%的人类
病原体来源于动物。只有把动物疫病的源头问题控制住了，才能控制人兽共
患病。”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教授刘秀梵分析，我们不单要考虑
人类的健康，而且要考虑动物的健康，要把生态环境的健康当成整体来对待。

在新冠病毒肆虐的今天，我们不断地意识到，在关涉社会公众健康的事
件中，科学家所充当的角色尤为重要。作为国家重点学科预防兽医学学科带
头人，刘秀梵曾说，“如果科学家的发声不谨慎，很可能会给社会大众带来
恐慌”。

1965年从苏北农学院兽医专业毕业留校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刘秀
梵带领科研团队始终挺立在动物传染病学研究的前沿，秉持“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健康”的“大健康”理念，溯源探本、精研深究，研制出禽流感
（H9亚型）灭活疫苗、新城疫基因Ⅶ型灭活疫苗等多种新型疫苗，获批工业
化生产并在全国范围推广应用，产生了极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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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专业 寒门“学霸”缘结兽医 破冰研究 铸利剑“擒”流感

时光回溯到57年前的深冬，江
苏省高邮县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农民
十分焦虑不安。原来，他们仅有的三
头“宝贝”牛发生了有机磷农药中毒，
病情严重。可不要小看了三头牛，在
那个年代，它们就是生产力的代表。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牛大
夫”到了。

这位“牛大夫”，就是刚从苏北
农学院兽医专业毕业留校任教的刘
秀梵。冒着雨雪赶来的刘秀梵仔细
查看了牛的病情，发现它们口吐白
沫躺在地上，生命垂危。原来这些
牛长了虱子，为了灭虱，农民用农
药和凡士林混合，配制了膏剂给牛
涂上，没想到有机磷农药毒性太
大，牛皮肤吸收后随即出现了急性
中毒反应。诊断明确后，刘秀梵赶
紧将牛身上的药膏清除，并打了特
制的解毒剂。

“几天后，中毒的牛就康复了，
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出诊，也是第
一次独立应对诊断和治疗疾病的考
验。”说起这段往事，刘秀梵历历在
目。然而，在与兽医专业结缘之
前，刘秀梵曾三易专业，求学经历
一波三折。

1960年，刘秀梵从江苏省泰州
市靖江县中学毕业，成绩优异的他
立志当一名天体物理学家。填报高
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西安交
大电机系。“你为什么不填高一点儿
呢？”刘秀梵是班上的尖子，班主任
建议他填报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
于是，刘秀梵听从班主任的意见，
改填了志愿。

在那个年代，高考成绩不向考
生公布，直到1983年，江苏农学院
在清理教职工人事档案时，才把他
的一份高考成绩单归还他：物理100
分，数学97分，英语90分……全部
6门功课平均分超过85分。

刘秀梵这才知道了自己没有被
中科大录取的原因。“当时打击不
小，自我感觉考得很好，后来才知
道是名额的原因。”原来这一年，重
点大学招生改革，包括北大、清华
及中科大，均将名额分到了学校，
中科大名额只分到各省立中学。而
靖江县中学只是一所县中，学生成
绩再好，没有名额也上不了。

不巧的是，大学第二年，苏北
农学院的无线电专业撤销，刘秀梵
便转学了农机。谁知道，第三年，
农机专业也撤销了，刘秀梵不得不
第三次作出选择。“当时有农学、畜
牧、兽医三个专业可以选，”刘秀梵
回忆说，“很多人对兽医不了解，有

偏见。但兽医专业是当时学校的特
色专业，学校里还有一批学术造诣
很高的老师。自己也做了很多权衡
和思考，知道兽医与人类健康息息
相关，更关系到国民经济，便主动
选择了兽医专业。”

刘秀梵来自农家，选择兽医专
业，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1941年，刘秀梵出生在江苏靖
江的一个农家，是家中的老大，下
面还有三个弟妹，六七岁大的时
候，刘秀梵就担起了家中力所能及
的农活。

跟着父母下地干活，让刘秀梵
很早就体验到了生活的不易，也懂得
了人生要靠自己脚踏实地的努力。
1957年初中毕业时，成绩优异的他顺
利考上县城的高中，家里的负担也随
之加重。

“我现在还记得，高中的时候在
靖江县中学寄宿，每个月的伙食费
大约7元钱。每逢我回家拿生活费，
父母经常是从村子这头借到那一
头。”刘秀梵说。

刘秀梵的家乡有着悠久的崇文
重教传统，“父母吃再多的苦，受再
多的累，也不耽误孩子的学习。”刘
秀梵说，“他们就希望我能靠自己的
努力，过得比他们好。”家庭的贫
苦、父母的勉励，让刘秀梵从小就
养成了刻苦自律的习惯。

刘秀梵的高中时期正值“大跃
进”运动，学习之余体力劳动也增
多了。“那时候很多课都靠自学，劳
动结束了虽然累，但自己看起书来
还是津津有味，一些基础知识学得
很扎实，记得有一次考试，数学三
门课代数、几何、三角我都考了满
分呢。”刘秀梵回忆。

1957年，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
卫星由苏联发射成功，这一消息让
还是高中生的刘秀梵激动不已，崇
尚科学技术，励志科研报国的理
想，从那时起就植根在他的心中，并
且一生追随。

在苏北农学院读书期间，每逢节
假日，同学们多是外出踏青欣赏美
景，而刘秀梵却自己一个人关在宿舍
里，抓住这用功读书的好时间，心无
旁骛，如饥似渴。大学5年中，有一个
学期，他竟然没出过一次校门。

大学期间虽然他的成绩名列前
茅，但他并不满足于考试的分数，
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努力
增长专业知识，培养独立工作能
力。

他主动学习外语，收听中央台
的对外广播，练习英语听说读能
力，到大二期末，他已能轻松阅读

专业英文原版教科书了。大三
时，他又花了一年的时间自
学德语，大四时已能顺利
阅读本专业的德文科技
文献。

“我阅读了国外很
多关于兽医的文章，读
兽医也是希望可以改
变大家对兽医的固有偏
见。”刘秀梵说。

1980年10月，机遇
来叩门了。刘秀梵以全省

选拔考试第一的成绩，作为
访问学者公派美国留学，他

先后到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和美
国农业部家禽研究所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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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健康应动物健康应““疾疾””先锋先锋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学教授刘秀梵扬州大学教授刘秀梵

通讯员通讯员 吴锡平吴锡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董鲁皖龙

从1965年毕业留校至今，刘秀
梵已经在教师的岗位上站了50多
年。功成名就的他，一刻也没有停
止自己研究和教学的“节奏”。

“讲台，就是我的人生舞台。”
刘秀梵说，“站好三尺讲台，培养
优秀人才，是一个教师的终身事
业。”

刘秀梵对工作要求非
常 严 格 ， 对 自 己 有

“两个12点”的要
求：为了工作他
每天12点以后
才 吃 午 饭 、
每 晚 12 点
以 后 才 休
息。他不
仅对自己
近 乎 苛
刻，对学
生的学习
和 科 研 也
严格要求。
他常常告诫
学生：“不但要
学会做学问，更
要学会做人，做对
国家、对社会有贡献
的人。”

他对学生外表严肃，内心
却是一片慈爱。1999年，他获得

“大北农科技奖励基金”，奖金10万
元。他当即拿出5万元，设立了研
究生奖助学金，专门用于奖励品学
兼优的寒门学生。“我是从农村走出
来的寒门学子，我有一批学生，来
自湖南、河南、新疆、内蒙古等地
的贫困地区，我深知这些孩子求学
的艰辛。”刘秀梵说。

2006年，在高致病性禽流感
流行期间，为防止实验室禽流感
工作人员感染，刘秀梵从自己的
津贴中拿出6000元钱，给教研室
的每位教师和研究生注射了流感
疫苗，“人感染禽流感的概率虽然
只有十万分之一，但我们要把它
降低到零。”刘秀梵说。

从1984年至今，刘秀梵带出了
200多名研究生，其中2人获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1人成为全国
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1人入选国
家“青年千人计划”，还有很多成了
行业佼佼者。

“刘院士对我们的言传身教，一
直是我和学生们学习和追随的标
杆，是我们受益终身的一本‘大
书’。”团队成员、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焦新安教授说。青蓝
相继，薪火承续。他在导师研究的
基础上，聚焦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研
究，持续突破动物疫病和人兽共患
病防控中的关键核心技术瓶颈，
201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研究成果被推广至全国11个省份，
仅2015至2017年间，累计新增利
润1.41亿元。

在刘秀梵的带领下，扬州大学
动物传染病学导师团队对接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瞄准世界先进水平，
围绕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畜禽健康
养殖等国家重大需求，研创出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研创新
成果，为我国动物疫病防控作出卓
越贡献。“十三五”以来，刘秀梵团
队共承担部省级以上科研课题150

多项，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科学
技术奖2项、省部级奖项5项，先
后有6篇博士论文获评国家和省级
优秀博士论文。2018年，刘秀梵团
队获评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
师团队”。刘秀梵本人也先后获“全
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荣

誉称号。
和动物打交道这么多年，也让

刘秀梵对“健康”有着独到的看
法。在他看来，“大健康”这个概
念更值得关注。刘秀梵说，“我们
不单要考虑人类的健康，而且要
考虑动物的健康，要把生态环境
的健康当成整体来对待。”

他先后担任第八、九、十届全
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
员，提交了大量提案、议案和建
议，就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素质教
育、兽医专门人才培养等众多重要
议题，积极建言献策、履职尽责。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他第
一时间为灾后防疫提出了建议，并
被作为决策依据采纳。他在建议中
提出，灾后防疫包括人和动物两方
面的疫情，要确保不发生群发性人
畜共患病，千万不能忽视动物防
疫，否则很可能前功尽弃，灾后防
疫一定要把动物公共卫生和人类公
共卫生很好地结合起来。

结缘兽医研究50多年的时间
里，刘秀梵始终孜孜矻矻，沉潜蓄
势，厚积薄发。2015年9月，在南
非召开的第19届世界兽医禽病大
会上，刘秀梵入选世界家禽兽医
协会荣誉堂。而截至目前，我国
仅有3名科学家入选。

刘秀梵常说：“要在学科发展和
国家需求中确定科研方向，要在踏
实、专一中砥砺科研状态。”这种研
究状态刘秀梵一直持续到现在。

教书育人 讲台就是人生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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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秀梵院士长期奋战在动物
传染病学研究最前沿。

②2013 年，刘秀梵在孵化场
指导雏鸡疫苗接种。

③刘秀梵在指导学生做实验。
④1993年8月，刘秀梵在美国

密歇根州立大学实验室开展研究。
扬州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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