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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志

□ 王林强

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无穷

的，古代有“四大发明”影响世界，今有

“神舟”系列飞船成功走进太空之旅、

“蛟龙号”刷新中国深潜载人纪录，“上

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梦想就这

样何其壮哉地实现！还有，袁隆平研究

出“超级水稻”、屠呦呦发明“青蒿素”等

影响人类生活的里程碑事件，都不无宣

告着科学改变世界的永恒定律。

在上海照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会主席王明昌教授看来，我国建设

创新型国家，提出到新中国成立100

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这对

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肩上都有一份

责任与使命，为国争光、为民造福，时

刻不容懈怠。同时理应看到，科技要

发展，既要发展强项，又要弥补短板，

特别是那些共性的、棘手的、迫切需要

的，更应该是亟待攻克的目标。

由王明昌积40年余年研究与实

践开创的“基因应用复健科学”“生活

机制医学”，阐明了脑神经记忆、学习

和应用科学的动机与历史过程，突破

了脑科学研究停留在实验室基础科学

的现实，使之在作用于视力复健、视觉

科学及涉及五官科神经受损等领域发

挥出重要理论支撑与实践操作作用，

为许许多多青少年、白领、企业家、文

艺家、政府官员等不同阶层人士带来

健康的福音。

如今，以上海照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为总部和科技统筹中心，在河南、

山东、陕西、新疆、四川等省区建立的

战略合作联盟基地，运行体制规范顺

畅，品牌影响深入人心，产生了良好的

创新示范效应和社会效益，用实力和

口碑赢得各界肯定和称赞。

实力缔造品牌的“光明使者”

来到位于上海市松江区茸兴路的

上海照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门前悬挂

着一幅赫然醒目的“眼视力与脑干神经

联动科技研究中心”门牌，透露出浓厚

的科技气息。室内，“养天地正气，法古

今完人”的两列大字，展现着豪迈气魄

和干事成事的信念。1000多平方米的

办公面积，划分为研究实验区、教学区、

康复训练区、新媒体演播区、展览区等，

整洁、规范、精致，简约而不简单。

在这里，王明昌和其工作团队心怀

弘扬前沿科学、为万众谋福祉之志，坚

持顶层设计、科学统筹、精诚团结，不断

延伸科学的内涵、意境和实操方式，向

社会呈现出集科学理论与一线应用的

“基因应用复健科学”“生活机制医学”。

在这里，王明昌秉承交流、共享的

理念，广开科学研讨之门，与来自国内

外的专家学者开展头脑风暴、智慧碰

撞，从专业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方向及

产业发展前景等，论学术、谋共识、融

志向、共发展。

王明昌1941年生于台湾，是医学

科班出身。他毕业于台北医学大学（其

前身为台北医学院药学系），后获得联

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奖助学金，赴日本东

京国立公众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科学

习并毕业。留日归来，他曾任台北市药

师公会理事长3年，在台北市政府卫生

局从事药政工作5年。此外，他还从事

企业管理顾问工作10多年。

1992年，王明昌在台北成立“来

成视力复健研究中心”，从事人的视力

问题的研究与临床，并创立了“基因应

用复健科学”。2001年，他来到大陆

寻找梦想，面向大陆传授视觉系统复

健科技，发展事业，使科技造福于民众

的梦想落地。

据了解，目前王明昌与美国哈佛

大学医学院眼科研究院博士后研究

员、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学院眼科

院士刘振灏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致

力“异相医学”领域的研究。所谓异相

医学，是生命机制医学和生活机制医

学这两种不同界面的医学融合到一

起，共同走向未来医学。未来医学又

叫无侵入性医学，通过不手术、不打

针、不吃药，就可以对患者进行治疗的

新型医学。值得一提的是，生活机制

医学可以走向生命机制医学，生命机

制医学无法走向生活机制医学。人的

生命体因生活而自变，反过来说可以

因生活而康复，因此可以认为生活机

制医学能够影响生命机制医学。

尽管“异相医学”是一个新的方

向、新的医学手段，但王明昌充满了信

心，有专家队伍的共同发力，有多种资

源的可供依托和利用，所得出的科学

理论就会越来越完善。

在上海照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一面墙壁上，有一段充满情怀的文字，

记录了王明昌对研究和发展新科学的

志向和期盼：“孕育多年，绵绵发展数十

年的生活机制医学，是胚胎萌芽期，是

诞生婴儿期，或是茁壮奋斗期，都是充

满期盼……正确认知‘生活机制医学’

的时代使命，才能正确认知健康需求的

另一门不同根源的‘生活机制医学’的

各种价值性；正确地认知当今临床医

学，并非科技上、生理上、医学上唯一医

学，才会有正确的医学观、健康的需求

观、更正确的未来医学观……”

无私无畏攀登科研高峰

习近平主席有一句影响深远的

话：“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

创新者胜。”诚然，社会的发展进步，国

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实际需求，都离不开科学技术

的支撑作用。这就需要科技工作者具

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锐意改革，矢

志创新，积极探索新思路、新道路、新

模式，在人生价值坐标上为建设创新

型国家献力。

但是任谁也无法回避，创新是一

项艰苦的探索过程，需要倾情倾力地

付出，这其中流过多少汗、多少泪，付

出了怎样的时间和精力，恐怕只有当

事人才能真正体会。王明昌在医学领

域的研究，同样付出了太多太多，他信

念坚定，心思睿智，知识结构丰富，勇

于独立思考和实践检验，通过一系列

创新手段和方法，把许多的不可能变

成了可能。

毫无疑问，王明昌身上体现出知识

分子、科学家无私无畏的攀登精神，为

科学事业推进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著

劲头。而这样的精神和情怀，正是构筑

了科学的崇高、塑造了科学家的可贵。

让我们穿越时间隧道，回到王明

昌青少年时期的“科技之恋”。

王明昌在小学时，就听老师讲过

“随意肌不随意”的概念。中学时，他

学到了“基因，祖先的遗传记忆”，因而

懂得在马路上看到的外国人与我们是

不同祖先。

后来，王明昌就带着这些概念和

问题上台北医学院读书。当时学院的

院长叫徐千田，是位著名的妇产科医

师。有一次，他教学生荷尔蒙（激素）

的课，有学生就举手发言：“院长，您说

的我们听不太懂，可不可以在黑板上

写一下？”“你们看看，我的双手是‘接

生手’，没办法在黑板上写。”徐千田院

长伸出僵直的双手这样告诉学生。这

个场景深深印在了王明昌头脑中。

多年以后王明昌终于明白，当时

是上世纪60年代，正是大脑皮质“基

底神经节”开始真正萌芽研究的时候，

所以院长才会把“肌僵直”当作“接生

手”。后来，“基底神经节”的科学快速

发展，“帕金森症，parkinson D。”（肌

痉挛）有药可医。全世界医学界也开

始把“随意肌与不随意肌”名词否定

了，改用“锥体系统与锥体外系统”的

神经机制理论。

王明昌认为，“随意肌的随意行

为”是基因（祖先的记忆）所遗传下来

人种必然的随意遗传，绝不是生理上

神经机制理论可以取代的。也就是，

我们认定随意肌是祖先遗传给我们

的，延以世代，永久是随意，名称永不

能改变。至于发生不随意，是“某一部

分神经功能短暂受损”，这一症状，有

康复的可能，更不需要把“随意肌与不

随意肌”名词废弃或加以改造。

针对世界范围内研究的脑科学停

留在实验室基础科学，无法跨入脑神经

应用科学，王明昌在大学时就查遍了

各类文献及发表的论文研究大脑。他

发现大脑迄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前

的活体研究结果是，人类大脑只用了

5%~10%，90%的大脑均未被开发使

用。二次大战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今

后科学研究人脑，禁止用活体，之后的

几十年间全世界科学没有研究大脑。

相关资料显示，脑科学被发达国

家视为科研领域“皇冠上的明珠”。比

如，美国在1989年就提出全国性的脑

科学计划。2013年4月，美国又再次

提出“脑计划”，探索人类大脑工作机

制、绘制脑活动全图、推动神经科学研

究、针对目前无法治愈的大脑疾病开

发新疗法。欧盟在1991年也出台“欧

洲脑10年”计划。2013年1月，欧盟

委员会宣布人脑工程入选“未来新兴

旗舰技术项目”，并设立专项研发计划

“人类大脑计划（HBP）”。日本在脑机

研究方面也走在前面。1996年，日本

制定为期20年的“脑科学时代”计划，

计划每年投资1000亿日元，总投资达

到2万亿日元。日本“脑计划”侧重于

医学领域，主要是以狨猴大脑为模型

加快对人类大脑疾病如老年性痴呆和

精神分裂症的研究。

在国内，脑科学与认知科学被列

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2006－2020年）》八大前沿科学

问题之一；“中国脑计划”也于2013年

获批准，从认识脑、保护脑和模拟脑三

个方向全面启动。

从各个国家的动作来看，可以发

现关于大脑的研究，是未来趋势。面

对脑科学这一人类科学的高峰，谁能

率先登顶，不但可以收获可观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更有望在科学创新上独

领风骚。

王明昌指出，“二次世界大战发现

的脑科学，已知是用来记忆、学习、思

考、研究、发展与应用。实验室研究脑

科学有局限性，脑的应用之路才是科

学之道。”

王明昌在大学时期，就把大脑科学

自行区分为研究“形而上的大脑智慧”应

用于人文科学，及“形而下的大脑科学”

应用于人类健康医学。因而在校时，就

研究出大脑皮质的人文应用科学——

人类大脑思想脉络有轨迹可循。

写在前面 我国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

纲要》指出：“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以体制机

制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全

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有个精彩的比

喻，说到健康好比数字1，事业、家庭、地位、财富等是

0，如果没有这个1，其他一切只不过是0、是空、是一

无所有。诚然，健康是人立身之根本，没有人会不希

望健康，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会不重视健康事业。

然而当健康与医院、医生、药片、刀片等划等号时，又

让多少人打心眼里望而生畏？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进步和重点领

域关键技术的突破，维护健康层面涌现出一些具有

自然、绿色、无侵入性等特点，更有利于民众身心健

康的科研成果，既创新和丰富了科学体系与健康的

内涵，又为个人健康关怀、家庭幸福、国民素质提高

发挥出新的作用。这其中，上海照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以王明昌教授为核心的工作团队，突破传统思

维桎梏，创新理念和方法，重点发展无侵入性的“基

因应用复健科学”“生活机制医学”的科学理论和实

践应用，凝结出一系列创新成果，特别是基于儿童

的远视、远视性弱视研究课题，发现属于生理发展

视力条件不足，应跳出病理学范畴、运用自然复健

方法应对，揭示了儿童高度近视低龄化，与嗜食含

有激素性肉、蛋及酸奶（酵素）而造成眼轴异常成长

的主要关联。王明昌教授研究团队在科学上的新

突破，点亮了未来医学的一盏灯塔，而其承载科学

与健康使命、担当社会责任的事迹，具有典型性和

引领性，给人深刻启发。

担当科学与健康使命的担当科学与健康使命的““光明使者光明使者””
————记上海照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王明昌教授的科研与实践记上海照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王明昌教授的科研与实践

公司总部研究与办公区域外景

气氛活跃的开放式课题研究与探讨王明昌讲解全新的“眼窝科技”

王明昌对科学与真理孜孜以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