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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每天早晨七点半就开始的例会，与欧阳晨曦

约定的十点采访推迟十分钟，当电话再次接

通，欧阳晨曦才回到了他的办公室，这是他

的工作常态。原本可以选择如此安稳度过余生，可作为

医生的使命感却让他不安于现状，一心造福更多的患

者。从医生到做科研，到创业，再到搭建孵化平台，他

治病救人的初心不改，一直在为救助更多病人付诸行

动。

小口径人造血管中国造

在欧阳晨曦看来，医生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职

业，作为一位真正有抱负的医生，应始终牢记当初立下

的誓言，不断思考如何让更多患者受益，为他们消除病

痛。

“将医生当做是自己的使命，会有很多途径来扩大

自身的职业范围。”欧阳晨曦说，一个医生如若仅是埋

头苦干，哪怕是每天做手术，一生也只能帮助一万个病

人，而借助其他方法，却可以放大自身的能力。比如发

明创造新的医疗器械，一旦成功上市投产，一年就可能

有上百万病人因此受益。

2003年，欧阳晨曦自德国学成归来，在武汉协和医

院血管外科做主治医师。作为博士研究生，学校的职称

晋升对其科研工作有一定的要求。欧阳晨曦考虑到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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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参与过部分人造血管研究工作，而且

当时国内没有国产的人造血管，所以决

定将人造血管作为自己的科研方向，并

期待这项研究未来可以填补国内空白，

成为中国第一个自主生产的人造血管。

在小口径人造血管的研发上，全

球的科学家和企业都在着力攻关，但一

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据欧阳晨曦介

绍，小口径人造血管的研发难点有三：

一，血管里面流淌的是血液，遇到异体

材料、器官极易凝固，所以人工血管材

料的选择非常重要；二，动脉内部是高

压环境，人工血管需承受多年的高速血

流通过，且不能出现破裂或断裂的情

况；三，人体的组织破坏后进行修复的

过程中，会产生组织增生的病理生理反

应，如同身上有个伤口就会结痂，组织

会隆起。在血管吻合的地方最容易出现

疤痕性吻合口狭窄，大口径血管的狭窄

可能会影响血流的通畅，而对于小口径

血管来说，只要有一点点吻合口狭窄，

就会把管腔堵死。所以如何让异体材料

植入体内后保持长期通畅性是欧阳晨曦

一直在攻克的难关。

2004年，因小口径人造血管材料

选择的难题，欧阳晨曦结识了武汉纺织

大学的徐卫林教授，通过翻阅文献和百

余个动物实验的复杂生物测试后，他们

终于将产品的原形制作出来。为了验证

实验效果，他将一段长5厘米、直径4毫

米的人造血管植入9只狗的颈动脉，一

年后再取出，血管保持畅，且其生物相

容性、血管栓塞检测等均基本符合临床

要求。

小口径人造血管的出现为心血管

疾病患者提供了新的选择，与传统的血

管移植相比有很大优势。首先，人工血

管不受患者自身血管数量的限制。人体

能被取出用来搭桥的血管只有三处，大

隐静脉、桡动脉和乳内动脉。如果患者

已经做过一次心脏搭桥手术，身上可用

的血管都已取完，若十年后患者的搭桥

血管堵塞，需要再次搭桥，此事已无可

取的血管，这时患者就会失去手术的机

会，只能等待死亡。

其次，切取这三处的血管会给患

者带来很大创伤。尤其是大隐静脉，创

伤非常大，需在患者腿上切开10厘米长

的口子。若患者有相关血管疾病，比如

大隐静脉有曲张，这个血管就无法使

用，只能取桡动脉。但桡动脉的控制很

重要，切除后可能会造成患者手部功能

障碍，严重者可导致截肢，患者非常难

以接受，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可使用的血

管。

因此人造血管是非常重要的替代

品，当患者的自体血管不能使用，或对

术后创伤不能接受时，如果有人造血管

可以用来作为替代品，患者就多了一次

生存的机会，所以人造血管的意义非常

重大。

身份转变，初心不改

2008年，欧阳晨曦团队研发的小

口径人造血管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这让欧阳晨曦萌生了将小口径

人造血管产业化的想法。恰逢此时，武

汉出台了“3551光谷人才计划”，对海

外留学归国人才进行政策扶持，并规定

企业才能申报。为了获得“3551”人才

资助，欧阳晨曦决定成立公司，把科研

成果转化为产品。

“其实刚开始创业时，企业没有

正式的厂房，也没有大规模的员工，只

是一个行政办公的场所，大部分的工作

都在实验室里完成。直到2011年，我从

美国回来，才逐渐懂得企业运营的规则

和基本方法，让企业正式运营。”欧阳

晨曦坦言从医生转向企业家确实道路坎

坷。

第一个难点是体制，当年，国家

对于医生能否创业没有正式批文。投资

方会质疑医生创业，医院领导对此也持

反对态度，这对欧阳晨曦在医院的职称

评定、奖项评选等都是阻碍。但欧阳晨

曦并不看重这些，他认为头衔都是虚

的，为患者谋取福利才是实事，有得必

有失，失去头衔却让理想得以实现，欧

阳晨曦的选择成就了他的一生。现如

今，体制层面的障碍已然消除，国家已

正式发文，提倡“双创”，鼓励创新也

支持创业，这也算是对欧阳晨曦工作的

认可。

第二个难点是身份转变，成立公

司，工商、法务、税务、税收、人事管

理是整套的流程，作为一个医生，这些

都要从头学起。对于科研和产业转变，

科研产品和企业工业化的产品是完全不

同的概念，企业化方面，医疗器械的法

规要求非常严格，所有的操作、流程、

进口原材料都要按照GMP的要求去

做，所有的东西都要有记录、可追溯，

所以运营企业一定要掌握企业规则并有

专业的团队协助。

第三个难点是融资，建厂房、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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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医生当做是自己的使命，会有很
多途径来扩大自身的职业范围。’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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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一万个病人，而借助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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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扩建公司队伍等需要巨大投入，

仅凭政府的资金资助远远不够，如何融

资也是摆在很多科学家面前的阻碍。找

银行贷款、找投资方投资都是科学家日

常工作中未曾接触的。欧阳晨曦建议，

未来科学家们创业时需要补习这方面内

容，政府或是产业化管理者也可给科学

家们上课，帮助他们充实这方面的本领

和知识。

2014年，武汉杨森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步入正轨，公司由最初的两个人变

成了一个拥有几十位专家的团队。此

时，“杨森”的目标是在“新三板”上

市，这就需要一位职业经理人来操作公

司运营，为此，欧阳晨曦主动退位让

贤，辞去总经理职务，只以创始人和顾

问的身份为企业把控方向。

2015年，欧阳晨曦的工作“上升

到另一个高度”，他加入中国医学科学

院阜外医院，利用其在全国心血管诊疗

方面的资源优势和影响力，搭建起一个

创新创业孵化平台，为有创业愿望的科

研人员和医生提供人才、资金和成果转

化服务方面的支持，助其顺利走上创业

之路。

尽管坐拥三重身份，但欧阳晨曦

始终将临床工作放在首位，每周的门诊

和手术时间皆是雷打不动，在他看来，

患者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他会利用业余

时间寻找项目、见投资人、参与政策制

定、参加重要的会议等，不断扩展自身

职业范围，只为救助更多患者，其治病

救人的初心始终未变。

人工智能助推医疗发展

多年的技术攻关，欧阳晨曦研发

的小口径人造血管日益成熟，已完成

十五例动物实验，且效果良好。相较国

外产品，国产人造血管的优势在于：顺

应性好，不渗血，远期通畅率佳。据

悉，目前厂房已经建成并正式投入生

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国产人造血管

就能投入市场、服务民众。

除了在人造血管领域的突破，今

年欧阳晨曦还收获了一份礼物——成功

入选我国第十四批“千人计划”创业人

才。对此，欧阳晨曦表示非常感谢和激

动，他认为“千人计划”充分体现了我

国对人才的重视。“我所接触到的全球

顶尖专家表示，物质上的支持都可以不

要，只要能够入选‘千人计划’，就会

回国效力。”虽然欧阳晨曦对“千人计

划”非常认可，但也谈到了其中可以完

善的地方。比如，由于“千人计划”在

年龄上的限制，国外一些年龄超过60岁

的高级别专家就失去了申请资格。欧阳

晨曦建议对这类资深专家可采取一事一

议，尽管他们已过年限，仍给他们一个

特殊的“千人计划”荣誉。

我国是人口大国，医疗卫生发展

相对落后，国民健康水平一直有待提

升。权威期刊《柳叶刀》发布的2016年

全球医疗可及性与质量排行榜中，中国

从2015年的全球第60位跃居到2016年的

第48位，不可否认中国医疗一直在进

步，但仍不是理想状态。如何促进中国

医疗领域的发展，是欧阳晨曦一直在思

考的问题。“我国医学若想实现弯道超

车，必须要掌握一项革新技术，才能在

国际上占据领先地位，这项技术就是人

工智能。”

欧阳晨曦认为人工智能在医学上

的应用将会带来深远的影响，“如诊断

机器人可以解决中国医疗资源的不均衡

问题。偏远地区的医生对于疾病的诊断

往往存在误差，通过影像学的诊断机器

人就能纠正这种误差。诊断机器人还可

以解决社区医院的问题，很多县级医院

或社区医院，只需要配备X光机、CT、

超声来采集数据，给医护人员做基本培

训，所有的数据通过机器人识别后，

就可以告诉病人该接受何种治疗，病

人不需要再为了诊断病情跑到大城市

的医院。”这只是人工智能可以产生

的部分影响，欧阳晨曦认为若能将医

疗与人工智能完美融合，做到很好的

技术创新和技术突破，可以彻底改变

中国的医疗环境，实现后来者居上，

跻身世界一流水平。

因看好医疗和人工智能结合的发

展前景，欧阳晨曦正准备与国家科技

部、卫计委共同搭建一个人工智能国

家研发中心，与大量科学家、协会进

行布局，以期推动中国医疗人工智能

的快速发展。路漫漫其修远兮，欧阳

晨曦将在这一道路上继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