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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军：执着源于爱
▲ 本报记者  赵佩  杨萍

“从血液科到血研所，我在这个岗位待了 45 年，

主要从事白血病和淋巴瘤的临床治疗及科研工作。

我想我大概是一名专业的血液病医生，

因为我从未离开过临床。”见面伊始，

CSCO 前任主任委员、哈尔滨血液病肿

瘤研究所（以下简称“血研所”）所长

马军谦虚地对记者道，“认识我的人

都说我很年轻。我最大的特点就是非

常乐观！医生连‘死’都不怕，其

他就更没什么好怕的了。”

马军就是这样一个谦虚又乐

观的人。几十年来，他几乎没有节

假日休息时间，除了负责临床

一线管理工作外，还完成了

一项又一项科研工作，征服

了一座又一座医学高峰。

1970 年，马军初中毕业。

毕业后，他就被分配到哈尔

滨市第一医院，从事血液病

的实验室检验工作。年纪轻

轻参加工作，让马军比其他

人更深刻意识到文化、知识

的重要性。这期间，他自学

完成了中专和大学的基础课

程，并很快掌握了所有常规

检验项目的操作。

1978 年，年仅 23 岁的马

军以全院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顺

利通过出国选拔考试，被公派

到日本留学。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同行者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巴德年和已故原卫生部部长陈

敏章教授。

马军先去了日本新潟大学

医学部血研中心，后又转入日

本东京大学医学部，学习血液

病、造血干细胞移植相关知识。

初到日本，由于他只有初

中学历和初级职称，受到了一

些人的歧视和非议。但这些都

不妨碍他潜心学习。马军暗自

给自己打气，努力使自己变得

更加优秀。马军以他扎实的基

本功，勤奋的态度和过人的才

能，很快打开了局面，纠正了

某些人瞧不起中国人的看法。

为了尽快回国，救治我国

广大的血液病患者，马军下定

决心，抓紧时间做实验，学习

新技术。成功总是眷顾努力的

人。留学期间，马军所做的“慢

粒白血病干细胞复制功能”研

究，论文发表在学校校报上，

引起日本血液学界的关注；回

国前完成的“干细胞遗传学研

究”，实验结果在日本血液学

总会年会上报告。马军宣读了

论文之后，大会主席向与会者

介绍说：“他来自中国，是总

会成立十多年来首位在这里发

表论文的中国人。他的研究很

有价值。”

1982 年，马军从日本留学

回国。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回国

人才，是实至名归“青年才俊”、

“当代精英”。

马军告诉记者，时任国

家副总理甚至找他谈话，希

望他从事行政工作，可安排

他进卫生部及科委。热爱临

床的马军拒绝了领导的好意，

他坚持回到了故乡哈尔滨，

在哈尔滨市领导的支持下，

着手创办了哈尔滨血液病肿

瘤研究所。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马

军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留学时从

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的 100 多

万日元购置了研究仪器。尽管

条件简陋，马军团队从事研究

的劲头却一点不弱。他们埋头

苦干，无论寒暑、无论节假日，

每天都在实验室，一步步摸索

造血干细胞培养方法。

谈起当时的实验条件，马

军感叹道，“那会儿条件差，

我们就想尽办法自己解决困

难。试管自己洗，二氧化碳培

养箱不够用，我们就用蜡烛来

代替。”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马军

的带领下，血研所取得了骄人

成绩：建立了我国体外多能造

血祖细胞培养体系，填补了国

内空白；与中国科学院吴祖泽

院士一起，创立了我国的造血

干细胞培养方法（红系和巨核

系为马军建立）；成为东北地

区当时最大的血液学临床研究

中心，并在 1986 年进行了东

北地区首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逐渐发展为全国血液四

大所（北京、天津、上海、哈

尔滨）之一……

1987 年，马军再赴日本进行

骨髓移植的研究。彼时，很多同

行建议他留下来攻读博士学位，

为今后晋升职称铺平道路。但攻

下学位需要五年，而此时国内的

大量研究工作亟待开展，同时还

有很多患者在等着他，马军毅然

放弃了这次机会。“事实证明，

只要我的患者认可我，社会认可

我，拿不拿学位都无所谓。”谈

及学历的影响，马军毫无怨言。

而他，也成为了“没有博士学位

的博士生导师”。

20 世纪 80 年代，马军致力

于研究三氧化二砷（ATO）治疗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

及复发 APL 的方案，并将其推广

到临床，推向国际。马军首先应

用维甲酸和 ATO 序贯疗法治疗

APL 患者，至今，血研所采用序

贯疗法已治疗了 1280 余例 APL

患者，取得了 5 年无病生存率达

89% 的世界最好成绩。APL 已成

为临床可治愈的白血病，而序贯

疗法也已成为国际治疗 APL 的金

标准方案。此外，马军还参与了

对 ATO 治疗白血病的分子机理

研究，1996 年，王振义、陈竺、

陈赛娟和马军等合作的关于氧化

砷诱导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凋

亡及其分子机制的初步研究，也

发表在美国《血液》杂志上。

马军因其在白血病领域的突

出贡献，当选为中国临床肿瘤学

会（原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

协作专业委员会）主席（2005-

2009 年）、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

会副主任委员，同时任亚洲肿瘤

学会副主席等多项学术要职。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主要

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迎来拐

点，开始明显下降。而我国虽

不断加大癌症防控投入，但其

发病率和死亡率仍持续攀升。

为推动肿瘤诊断治疗的规范化、

标准化和专业化，促进国际国

内学术交流和多中心协作研究，

提高我国临床肿瘤学的整体水

平，1997 年，马军与孙燕、吴

孟超、储大同、管忠震、廖美

琳、秦叔逵、吴一龙等创建了

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

专业委员会（CSCO）。马军任

CSCO 第 2~3 任主任委员。

马军尤其推动了我国淋巴瘤

事业发展及其研究水平与国际

的接轨。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

始，马军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朱

军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石远凯教授等一起，开始了淋

巴瘤相关研究。近 5 年，我国淋

巴瘤的研究水平已和国际接轨。

此外，马军还和老一辈肿瘤专家

管忠震教授等一起，筹建了中国

抗淋巴瘤联盟，他当选为联盟首

任主席。

马军非常热衷公益事业，他

积极参与了前不久在香港成立的

国际血液病基金以及儿童白血病

基金。同时，他还担任了血小板

减少症（TCP）中青年科研基金

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和其他专家

一起，指导中青年科研工作者开

展 TCP 领域的研究。

马军学识广博，风趣幽默，

他的讲课受到很多临床医生及医

学生的喜爱，每每有他发言的学

术会议，总是场场爆满。马军时

常告诫学生，做医生心态必须平

和，用爱心、善心、精心对待患者，

“对医学科学工作者来说，不论

是做研究还是做临床，最终都要

以患者为中心。”此外，还要勤

于学习、善于思考、努力创新。

谈及未来，马军表示他将致

力于淋巴瘤和白血病诊疗的

进一步标准化、规范化、精

准化。马军已经推动了多部

指南和共识的制定，其中，《肿

瘤化疗所致血小板减少症（CIT）

诊疗中国专家共识》就是马军等

立足国人证据，纳入重组人血小

板生成素等在 CIT 治疗中的研

究进展制定的。共识的建立，有

助于推动肿瘤科医生规范地完成

CIT 的诊疗。

尽管已硕果累累，但对这个

不“知足”的人来说，未来，还

有无数险峰等待他去攀登。

留学日本  用成绩赢得同道称赞

毅然回国  推动一方医学发展

专注临床  推动血液和肿瘤两大学科发展

放眼未来  致力于规范诊治

为了在回国前的时间里完成一项难度较大的

造血干细胞的研究，马军住在实验室里，每天靠

快餐面充饥，用嘴通过毛细玻璃管，一个个地吸

培养皿里的细胞，十几个日夜吸了三十多万个细

胞，嘴巴肿了，嘴唇裂了，他却全然不顾。

医界

“血研所创立之初，条件虽苦，但人的创新思

维反而发挥得很好。当时的我们都讲‘奉献’，先

想着国家，工作，然后才是自己，做事非常踏实，

所出成果也多。”

执着源于爱。对马军来说，没什么比患者更重要，他

最大的理想就是把患者救活、救好。“早在回国之初，我

就表明我不‘当官’。人生短暂，集中精力做好几件事就

足矣。”辞去一切行政职务的马军一心扑在了临床工作上。

医生要用爱心、善心、精心对待患者，马军说，未来，

他希望自己做更多有意义的事、给患者带来益处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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