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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职业的缘故，记者多次
与张效房老人谋面，但因为老人
的高龄和声望，总是怀着一颗虔
诚之心，去仰慕这位德高望重的

眼科泰斗。
这次与张效房零距离接触，记者再一次受

到了心灵的洗礼。
老人发挥余热的场所简单得近乎“简陋”，

让人不由心生敬意。老人就这样蜗居在四周堆满书
稿的桌子旁埋头校稿，因为爱出汗，手拿一把折扇来
降温。

老人甘做“嫁衣”的精神令人敬佩。对于每篇稿子，他
都要亲自看，先用红笔校第一遍，然后用绿笔、蓝笔校二三
遍，不仅认真修改文章内容，还细心修改错字、标点符号。
一篇稿子往往要花费两三个小时，一期来稿三四十篇，可想
而知要耗费多少精力。

九旬老人每次总是精神矍铄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殊不
知，老人曾患过四次病，得过肾癌，患过脑血栓，所幸他都挺
过来了。老人忘记身体疼痛的“法宝”竟是全神贯注改稿
子。

“愿做春蚕，吐丝不已，至死方休。甘当蜡烛，奉献光
明，耗尽自身。”这是在九旬寿辰上老人写的自勉感言。短
短诗句浓缩了老人悬壶济世、护佑苍生的毕生追求，也是他

“光明使者不老松”美誉的真实写照。

眼科学界一代宗师眼科学界一代宗师
——中原之子系列人物之张效房

本报记者 刘春兰 汪 辉 文 杨 光 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号楼，是一座老式病房楼。

在这座病房楼一楼一间

普通的房子里，我国眼科学

界一代宗师张效房老人继续

发挥着余热。

5月9日上午，记者零距

离面对张效房，凝视这扇拯

救 了 无 数 患 者 的“ 心 灵 之

窗”，试图探寻这位年逾九旬

的“光明使者”弦歌不辍的动

力之源。

走进张效房的办公室，记者看到，
不足 10 平方米的地方，摆放着两张办
公桌、一台电脑桌和几个书架，拥挤得
让人几乎转不过身。办公桌上堆满了
书刊、文稿，显得多少有点凌乱。

此时，身材高大的张效房，正深陷
在四周堆满书籍的椅子里埋头修改稿
子。

“这里太乱了，你们坐、坐。”见到
记者进来，张效房赶忙站了起来，边说
边给记者拉椅让座。

记者注意到，92 岁的老人慈眉善
目，精神矍铄。

“我身体没有什么毛病，眼不花，
就是爱出汗，耳朵有点聋。”张效房站
起身，摇着纸扇说，“你说话要大声点，
我听不清楚呀！”

“张老，您的身体这么好，有什么
养生之道？”记者好奇地问。

“我烟不沾，酒不贪，不吃保养药，
有人说我身体好是因为我思想开朗，
心态好，不计较。”张效房说，他每天早
上7点起床，不跑步、不锻炼，洗脸吃饭
后，除了到医院门诊、查房，给医学院
的本科生和留学生授课外，大部分精
力都投入到杂志上。

《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是张
效房主编的一份眼科权威杂志。30多
年来，老人对杂志倾尽了心血。

“只要文章内容可取，对读者有
益，我们都认真修改，并用信函或电子
邮件的方式与作者交流，在基本知识
和技能方面，在医学论文撰写方法与
写作技巧方面，都诚恳地给他们提出
建议。”张效房说，“我们并非好为人
师，而是想把这份杂志办成眼科医生
的良师益友。”

记者留意到，张效房正在修改的
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一位医生的《泪
道阻塞的手术治疗分析》论文。他先
用红笔校第一遍，然后用绿笔校第二
遍，第三次用蓝笔，注释时用铅笔。他
不仅认真修改文章内容，还细心修改
错字、标点符号，还把如何修改等都标
注得清清楚楚。

一篇稿子往往要花费两三个小
时，一期来稿三四十篇，可想而知要耗
费老人多少精力。而张效房却乐此不
疲，常常改稿子到深夜两三点，他说晚
上安静、出活。

“给作者改文章是我莫大的享受
不说，还是一剂治病的良药。”张效房
说，有一年，他去开会，在雪地里摔倒
了，手腕骨折，打上石膏后疼痛难忍，
晚上睡不着觉，用药物也不行。但是
当他全神贯注修改文章，深入思考的
时候，就不觉得手腕疼了。

这一发现，成为张效房战胜病魔
的“法宝”。在前列腺摘除和肾脏切除
手术以及脑梗塞手术后，他都是采用
这个办法来祛除疼痛的。

此后，张效房到外地出差，也总是
带着文章，在飞机、火车上，一有空就
拿出来修改，哪管它晚点不晚点，有时
候甚至希望晚点，他好把稿子改完。

“有一次，因慌慌张张下飞机，把4篇文
章落下了。幸好有登记，知道是哪几
篇，赶快给作者写信道歉，让再寄来一
份。”

“创办杂志只是一种工作，但这种
工作，可以让更多的眼科后起之秀成
长起来，对他们，对国家，都是一笔财
富。”张效房说，希望《中华眼外伤职业
眼病杂志》能够成为广大作者和读者
的良师益友。

钩端螺旋体病，是一种细菌，一种病原
体，属于内科病和热带病。

1963年，张效房打破了这一论断，他发
现并证实了在我省曾爆发流行的无黄疸型
钩端螺旋体病。这一发现拯救了全省数千
内涝灾区群众的眼睛。

1963年夏秋，暴雨不断，豫东郸城等几
个县内涝十分严重。

很多群众出现了发高烧、腿肚子疼等
症状。经过注射青霉素等措施，效果不
错。可是几天后，部分群众的眼睛却出现
了酸疼，看不清东西等症状，用药、打针都
无济于事，病症越来越厉害，以至数千群众
双眼失明。

“你去调查，卫生厅派人协助，国庆节
之前回来向省政府报告。”当时负责文教的
副省长亲自点将，张效房奉命前往灾区查
探病源。

一下子几千人失明，这可是个大事情
啊。他不敢怠慢，简单收拾行李，紧急赶往
灾区。

“我们这个地方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
样的病，这么多人眼睛都不好，从来没有
过。”在灾区，张效房没日没夜地走访调查，
询问村民。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同时患发热
的病，然后又害眼的，没有。”每到一地，张
效房都认真地向当地老中医了解情况。

“发烧病人没有黄疸，也没有死亡，所
有人的病都治好了，就是眼睛问题，这真是
千年不遇。”在当地医院，张效房向医生详
细了解病症，生怕疏漏。

豫东遭遇水灾后，全国各地来了很多
医疗队。“你看那个发烧病是不是钩端螺旋
体病？”一天，张效房遇到广州医疗队队长，于
是向他请教。队长肯定地说：“不是，理由一

是没有黄疸，二是没有皮下血斑，三是没有死
亡。凭这三点就说明不是钩端螺旋体病。”

其实，早在出发前，张效房就查阅了相
关资料，发现这与南方的一种钩端螺旋体
病很相似。这种病症在南方的发病率、死
亡率很高，且病人都会出现脸色发黄，但并
没有失明症状。

经过认真调查分析，张效房认为豫东
水灾发烧病是钩端螺旋体病。

钩端螺旋体病属于热带病，当时广东、
广西、福建都非常多，这位队长经验丰富，
这让张效房又困惑起来。

经过实地勘察，张效房还是确定了自己
的看法，而且一小部分按照“钩端螺旋体病”
进行治疗的眼病病人也出现了康复迹象。

但是在汇报会上，张效房的意见，遭到
了在座的权威内科、眼科专家的反对，于是
他建议取患者血液进京检测，最终确定为
无黄疸型钩端螺旋体病。

病症确诊了，医疗队进村排查、治疗，
很快病情就得到了控制，大部分及时治疗
的患者恢复了健康。

在沙眼防治方面，张效房也功不可
没。建国初期，眼病非常严重，特别是沙眼
及其并发症，危害最大，占致盲原因首位。

张效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主动
利用星期天，下乡为群众义诊。

“那时，每到星期天，我和几个年轻人
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干粮，深入到农村、学
校、工厂，为群众义务治疗眼病。”张效房
说，“有时候，白天农民下地了，上门找不
到，我们就晚上登门，一旦发现病人，能够
现场治疗的，就及时治疗；不能现场治疗
的，就带回医院。”

在实践中，张效房创造出了的一种“石
碳酸治疗法”，便宜、简单，让当时沙眼肆意
流行得到了控制，发病率逐年降低。

在疾病面前，医生与患者是休戚相关
的。然而如今医患关系似乎成了“矛盾”、

“问题”的代名词，甚至还时不时地“引爆”
出极端事件。

“如果医院多点人文关怀；如果医生待
病人如亲人，认真负责；如果医患认真沟
通，亲切交流，就不会发生这类恶劣事情。”
张效房举例说，有位从豫西农村来的老太
太，患青光眼，来这里住院治疗，医护人员都
很关心她，护士为她修指甲、洗脚、擦洗身
子，虽然最后经过手术，老太太的眼没有治
疗好，但她仍感激地说，“我这一辈子，没有
人待我这么好过，你们对我这么和颜悦色，
儿女也没有对我这么好，我非常感激你们。”

“我最痛心的几件事是，教师不负责，学
生不认真，群众有眼疾，医生收红包！”张效
房说，“当医生的，如果让红包遮住了眼睛，
心灵之窗有了灰尘，还能把手术做好吗？”

提起红包，张效房记忆犹新的一件事
是，有一位来自黑龙江的病人，因眼外伤在
哈尔滨的一家医院接受手术，结果未能摘
出异物。经人介绍，慕名来到郑州。

手术前一天，患者的爱人找到张效房

家，送上一个 800 元的红包。张效房一见，
严肃地对患者说，“我是一名医生，是一名
共产党员，从来就不收这个的！”

患者爱人坚持要给，张效房说：“你一
定要给，我就收下，但明天上午，我就交到
单位，你还送吗？”

术后，当纱布打开后，这位东北患者第
一眼看见了和蔼可亲的张效房，当场失声
痛哭：“真没想到，我的眼睛还能治好，还能
看见东西，真是感谢张教授！你不仅技术
好，医德更高。”

“我从来不收红包，不要药品回扣。至
今我没有收过一个红包，没有要过一分钱
的药品回扣。”前些年，张效房担任了诸多
社会职务，但他每次都事先声明，不接受任
何馈赠。出外会诊、手术演示，他也从来不
要任何报酬。

1998 年，河南省表彰首批“河南省科
技功臣”，张效房是全省卫生系统唯一获此
殊荣的人，他将 5 万元奖金全部捐出来不
说，还拿出多年的积蓄 15 万元购买了一台
超声乳化机器，无偿给基层医院开展手术。

“张效房医学学术基金”也由此诞生，专门用

于到国外留学和进行眼科医学学术研究。
2005，中美眼科学会授予张效房

“金苹果奖”，奖金 1000美元，他也捐
给了学术基金。

2008年，张效房从美国访
问回来，突患脑血栓，所幸手
术后没有留下后遗症。老人
说：“这件事给我敲响了警钟，
我想我这么大年龄了，不定什
么时候说不行就不行了，
钱是身外之物，既然没有
带来，也带不走，所以我
就把积蓄的 100 万元基
本全捐给基金了。”

“我的钱从哪里
来的呢？都是我省
吃俭用积蓄的。我
平常生活很简单，不
吃山珍海味，不穿高
档衣服，不吸烟，没
有喝酒、喝咖啡等嗜
好。”老人笑呵呵地
说。

后记

他的祛痛“法宝”：
全神贯注修改文章

他的大胆发现：
拯救了数千双眼睛

他的眼科基金：
照亮无数“心灵之窗”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表彰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科技成果。眼科成果全国只有
两项，其中一项就是张效房的“眼内异物
定位摘出法”。

当时，在异物摘取方面技术还比较落
后。如何更好地取出异物，特别是非磁性
异物，这是国内外眼科界长期以来探索的
课题。

张效房暗下决心，几十年来潜心研究
眼内异物摘出。他查资料，做实验，设计图
纸，反复实践，完成创新和发明36项。他的
这些安全、简单又行之有效的方法，被称为

“张效房眼内异物定位摘出法”。
“张效房法”给无数眼外伤患者带来福

音。“文革”期间，成都一位姓罗的技术员
工作时，左眼被飞溅的铁屑刺入。可是，在
成都手术未成功，先后辗转到西安、北京、
上海也无人敢做手术。上海一位专家推荐
说：“你们去河南找张效房试一试。”

罗技术员一行来到郑州。3个小时的
手术，铁屑被张效房顺利取出。

“罗技术员眼睛里的铁屑是在河南取
出来的！”当陪护人员把电话打到了厂里
时，厂里正在开“万人大会”。厂领导将这
一喜讯在大会上宣布，全场掌声雷动，经
久不息。

张效房的心血与汗水浇灌出累累硕
果。1976 年，他的专著《眼内异物定位与
摘出》出版，成为国际上第一部系统探讨
眼内异物的专著。

1982年，在美国举行的第24届国际眼
科学术会议上，老人的《三千例眼内异物
摘出的体会》报告，由四种语言同步翻译，
引起轰动。当地报纸以《来自中国的经
验》为题进行报道。会后，张效房先后应
邀到美国、日本的十多所大学和研究所作
专题报告。同时，众多的国外同仁也先后
来到河南取经。

“在眼内异物摘出方面，我国目前处
于国际领先地位。”1984年，原卫生部部长
钱信忠在他主编的《中国医学科学年鉴
中》自豪地说。

1996 年 9 月，美国联邦眼外伤登记中
心授予张效房“眼外伤手术方面突出成就
奖”。2005 年，张效房获得中美眼科学会

“金苹果奖”。
张效房出名了，但他攀登的脚步并未

停止。他又把目光投向了白内障手术。
“传统的白内障手术因费时、不安全、

效果差而被淘汰，取而代之的超声乳化手
术又因设备昂贵、操作复杂而难以很快在
国内普及。”张效房说，“如何寻找一种安
全、经济、简单、有效的术式，一时成了我
们思考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他从日本引进了手
法小切口白内障手术，并反复实践、改进，
形成了效果好、易于掌握、节省费用、适于
基层开展的“小切口非超声乳化白内障摘
出术”，被定位“视觉第一中国行动”医疗
队和定点医院的规范手术方法。

2002 年，在美国眼科学万人年会上，
张效房的《中国河南大范围白内障手术复
明工作经验》报告，再次轰动大洋彼岸。

无论是眼内异物定位摘出法，还是白
内障摘出手术，张效房都走在了世界前
列。

他的突出贡献：
“张效房法”轰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