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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
控制所研究员、与病毒“斗”了一辈子的防疫英雄侯云德，
2018年1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站上了中国科学技术最高领
奖台。

作为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侯云
德说：“认识世界的目的应当是改变世界，学习病毒学、研
究病毒学，目的就是要预防和控制病毒，为人类病毒学研
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举“拿下”仙台病毒

侯云德，1929 年生于江苏常州。小时候，他半工半
读，养过鸡、摆过摊，仍成绩优异。

1958年至1962年，侯云德在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
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一到所里，侯云德
就遇上了“大事”——动物房里的小白鼠大量死亡，专家束
手无策。侯云德决心找出“真凶”。通过仔细调查和反复
试验，他判断“罪魁祸首”是仙台病毒。研究所采纳他“清
理动物房所有动物，彻底消毒环境，切断传播链”的建议
后，实验室恢复运转。

留苏三年半，侯云德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苏联高等
教育部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他苏联医学科学博
士学位。“侯老的勤奋让人叹服，他独立编著的《分子病毒
学》长达105万字，被奉为病毒学‘圣经’。”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兼法人代表武桂珍
说，侯老毅力惊人，至今坚持编译学术前沿信息，累计编译
超过500册。

“新甲流疫苗，打一针就够了”

2008 年，侯云德 79 岁。这一年，他被国务院任命为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
技术总师。那时，距离2003年的“非典”疫情已过去五年，
侯云德却记忆犹新，“‘非典’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准备，
防控体系太薄弱了。传染病防控绝对不能轻视！”

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龄，侯云德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
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他带领专家组设计了
2008-2020年降低“三病两率”和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
体规划，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
体系，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国外死亡上万人。在国
务院领导下，我国成立了由卫生部牵头、38个部门组织的
联防联控机制，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
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

当时，我国仅用 87 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侯云德则提出不同观点：“新
甲流疫苗，打一针就够了。”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世界

卫生组织也根据中国经验修改了“打两针”的建议。
2009年的甲流疫情，我国取得了“八项世界第一”的研

究成果。据清华大学第三方系统评估，我国甲流的应对措
施大幅度降低了我国的发病率与病死率，减少2.5亿人发
病和七万人住院，病死率比国际低五倍以上。

此外，侯云德还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
成”防控体系的思想。“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
毒）、寨卡等病毒在我国都没有流行起来，H7N9也得到了
有效控制，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的能力已进入世界一流
行列。侯院士作为这一体系的总师，功不可没。”国家卫计
委科教司监察专员刘登峰表示。

“科研成果如果都能变成防控药品该多好”

侯云德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名战略科学家。
“中国干扰素”之父是业内不少人对侯云德的尊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瑞士等国的科学家以基因工程
的方式把干扰素制备成治疗药物，很快成为国际公认的治
疗肝炎、肿瘤等疾病的首选药，但价格极为昂贵。

侯云德敏锐地捕捉到基因工程这一新技术，他带领
团队历经困难，终于在1982年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
产权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基因工
程创新药物——重组人α1b 型干扰素，这是国际上独创的
国家Ⅰ类新药产品，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的
先河。此后，侯云德带领团队又相继研制出一个国家Ⅰ类
新药（重组人γ干扰素）和六个国家Ⅱ类新药。

侯云德更具前瞻性的，是他没有固守书斋，不仅主导
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更推动了我国现代
医药生物技术的产业发展。

“我还记得，26年前，侯云德先生指着一抽屉的论文对
我说，这些科研成果如果都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变成传染病
防控药品，该有多好啊！”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程永庆回忆，那时缺医少药，很多药都需要进口，而
且价格高昂。

一年后，在一间地下室里，当时60多岁的侯云德创立
了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北京三元基因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就这样，侯云德主导了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
业化，将研制的八种基因工程药物转让十余家国内企业，
上千万患者得到了救治。“那时的干扰素药品100%进口，
一个疗程要花两三万元。现在的干扰素90%是国产的，价
格大幅下降。”程永庆说。

“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侯老师能够做出方向性的判断，靠的是长期以来扎
实的积累。”侯云德的学生、中国医科院病原所所长金奇

说，尽管已是89岁高龄，侯云德至今还在上班，他的勤奋，
很多年轻人都比不上。

“侯老师每天都会关注国内外病毒学的最新动态，并
且亲自翻译、撰写，送给相关部门领导和同事参阅。每期
都有上万字，两周一期，已经写了200多期。”金奇说。

在学生和同事眼中，侯云德是无私的。在做干扰素研
究的初期，试剂紧缺，都是他自己从国外背回来的，但其他
同事如果有需要，他二话不说就会分享给大家。上世纪80
年代初，他的实验室建立了一系列基因工程技术，不少人
到他的实验室取经，他也乐于分享。

武桂珍说，尽管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但侯云德
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生病住院，他从不跟组织提任何要
求，有时输完液已经晚上8点了，还要自己回家做饭吃。”

今年89岁的侯云德，尽管动过两次大手术，但看起来仍
然精神抖擞。耄耋之年，他曾赋诗一首以明其志：“双鬓添
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据（新华网）

侯云德：不给病毒可乘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