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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者， 邓铁涛仁爱为
怀。 多年来，他不仅用高明的医
术为患者解除身体上的痛苦，还
尽己所能从精神上、经济上提供
帮助。他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宝
贵的，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

重症肌无力治疗至今仍然
是世界性的难题，这是一个高风
险的病种，重症肌无力危象可多
次发生，一次抢救成功易，而第
二、第三次抢救成功则难。 针对
重症肌无力危象，邓铁涛参与抢
救过数百次。

2003 年 4 月， 湖南安乡 12
岁男孩林林罹患重症肌无力。 打
听到邓铁涛擅治这种病，林林的
父母将房产变卖，筹得仅有的 1
万元钱前来求医。

经过 5 天的治疗，病情虽有
好转，但 1 万元已告罄。 4 月 17

日，绝望的父母冲入 ICU，拔下
了林林身上的呼吸机套管和氧
管， 准备放弃……听到消息后，
邓铁涛第一时间往 ICU 病房赶，
“重上呼吸机，费用我先垫。 ”邓
铁涛还从身上拿出 5000 元，叮
嘱 ICU 护长：“快到营养室买鼻
饲食物， 要保证每天所需能量，
有胃气才有生机。”随后。他又为
林林免费提供中药鼻饲，还再三
嘱咐医护人员要加强护理。

孩子终于有救了，4 月 21
日， 邓铁涛再次来到林林床边。
护士告诉林林：“这是你的救命
恩人邓爷爷啊。 ”孩子的眼眶湿
润了，插着气管无法说话，在护士
递过的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
字：“邓爷爷，你为什么要救我？ ”
邓铁涛倒一下子被问住了，“学雷
锋，希望你长大报效祖国。 ”

天色渐晚 ，邓铁涛 60 年
前的两位学生结伴来到追思
厅。

1955 年毕业的李国桥和
李春辉 ， 曾经的班长和副班
长，如今，一个因将青蒿素应
用于临床消灭疟疾而世界闻
名，一个则是专注于研究疑难
杂症的广东省名老中医。

“我们是邓老最老的学
生，每年正月初一都要去拜访

老师。 我还不能接受，以为今
年年初一还可以看到他。 ”李
国桥说。

“每年拜年的时候 ，我们
都跟他汇报我们的治疗理念，
他都鼓励我们搞中医。 ”李春
辉说，“邓老很重视中医的发
展，他提出要做‘铁杆中医’，
跟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做一辈
子中医，把中医发展到全世界
去。 ”

104 岁邓老生前的养生秘诀
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他看
来，精神的养生比物质的养生更重
要。 据了解，邓老的养生之道可概
括为：养德、养心、养脾胃和养肾。

邓老说，养生必先养心，养心
必先养德。“要向上看，不要向上
争。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常
乐，常不乐怎么能长命？ ”邓老认
为， 高尚的道德和情操可使人心
胸豁达，性情开朗，心态平和，从
而使人体气机调和、气血畅达，提
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延年益寿。

其次是养心。 心是“一身之
主”，心强健，人体各脏腑才能健

康正常， 调神即养心。 邓老主张
“以动促静”。静心、静坐可以使全
身放松，代谢减慢，促进机体自我
修复能力。

再是养脾胃。 多吃新鲜蔬菜和
水果，饮食有节，食不过饱，七分饱
即可。 邓老推崇“杂食”，吃杂不宜
偏，尽可能吸收丰富的微量元素。

接着是养肾。 午间散步，采阳
助肾，早上 6-10 时晒太阳有助于
活血化瘀， 下午四五时晒太阳有
助于补钙。

此外，邓老还十分注重身体锻
炼。 邓老生前每天下午定时散步，
早上必练“八段锦”，练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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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通讯员 毕淑君 方宁 张秋霞

1 月 10 日， 邓老的离世不
仅让医学界哀悼，市民也纷纷缅
怀，“凉茶罐子上， 那个穿着西
装，戴着细框眼镜，面带微笑的
老人，真的离开了”。

说起邓老，当下的年轻人也
不陌生，根据他的秘方而研制的

“邓老凉茶”早已深入人心。邓老
从现代人的体质状况出发，结合
其 80 余年的医术沉淀及丰富中
医养生精髓，根据传统中医理论
和“君臣佐使”方剂配伍原则，研
制出适合现代人体质的凉茶秘

方 ， 并把此秘方交给他的学
生———广东新南方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朱拉伊。 随后，凉茶秘方
从科研幕后走上了市场的前端，
加工成人们日常饮用的养生凉
茶，即邓老凉茶。 2006 年，凉茶
“申遗”的成功，让广东凉茶正式
走出广东进入全国市场。 邓老凉
茶 1 号 -9 号秘方也成为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邓老虽然离开了，但是他留
给人们的养生保健秘诀和凉茶
等，将是永恒的财富。

追
忆所在 医 院 收

治病例“零死亡”

凉茶“申遗”成功，广东
凉茶正式进入全国市场

他说：“每一个生命都是宝
贵的，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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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
吴伟就跟随邓铁涛工作， 近几
年，他还担任邓老的保健医生。
从住院治疗到几次抢救再到邓
老逝世，他都一直在身边。

1 月 10 日上午，吴伟的朋
友圈公布了邓老去世的消息：
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自 2017
年 10 月 2 日因“肺部感染，冠
心病、心力衰竭”在广州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住
院治疗。一年多来，邓老病情基
本稳定。 2018 年 12 月 8 日，天
气骤冷， 邓老发热， 经及时抢
救，转入 ICU。一周后好转稳定
顺利脱离呼吸机， 并能转至普
通病房。 本月 7 日， 邓老再度
发热，肺部感染诱发心力衰竭、
心律失常 （室性心动过速），虽

然积极抢救但无力回天。
1 月 9 日下午， 经多科会

诊后，医院跟家属达成一致：顺
其自然，保守疗法，不增加老人
家的痛苦。“插管上呼吸机、器
械的各种治疗等，都不要了”。

“昨天晚上，我还跟他说：
邓老， 你跟昨天晚上比是退烧
了， 从 38.7℃降到 37.4℃，我
们希望给你积极治疗， 度过感
染期就有希望。他点头，神志还
是清楚的。 ” 吴伟说，“他也经
常跟我们开玩笑说： 我现在还
怕什么呢？ 我已经把我该做的
工作都做完了。 ”

吴伟还记得邓老在病床上
多次念叨的遗愿：一定要用好、
传承好、发扬好中医。

说到这里，吴伟忍不住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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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9 年考取他的研
究生开始， 我跟了邓老 40 年
了。 ”刘小斌说。 早早赶到追思
会现场的他，回忆起邓老去世
时场景，仍情难自控。

刘小斌告诉记者， 在病榻
弥留之际，邓老仍以做中医药
事业为念，宣布将北京中医学
院岐黄奖 100 万元获奖经费
用于治疗重症肌无力和心血
管病的研究。

“住院期间， 他有几句话
对我印象很深：第一句：置生
死于度外。 第二句：问心无愧
方乃真君子。 ”他说，“邓老硕
德难量， 一代名医流芳百世，
一代名师教泽流长。 ”

回想起求学之时， 读书艰
苦， 刘小斌等 3 人跟着邓老读
研究生，又要查房，又要读书，
邓老便拿些自己的工资接济他
们。学生们不肯收，邓老便让学
生们读《东垣老人传》，用李东
垣和学生罗天益的故事勉励他

们。“邓老的学术就是我们这群
学生的安身立命之本， 并不因
为他的生命而停止， 而是薪火
相传、生生不息”。

弥留之际， 邓老还跟刘小
斌谈起，他在晚年救了两个重
症肌无力小孩，现在都已长大
成人。 刘小斌告诉记者，邓老
近年来救助的重症肌无力病
人已有 132 名。

病床之上， 邓老也没有忘
记交党费。 他说，只有中国共
产党才能够使中医走上正轨。

刘小斌透露，2017 年，邓
老便立下遗嘱。 10 日，这份遗
嘱解封，只有短短的手书几行
字———

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遗产
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这笔遗产早已交给两个
儿子。

邓铁涛研究所之一切所
有，非我之财务，其所有照旧
与附一院及中光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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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100 岁高龄之时，我
们科室去拜访邓老，他还在跟
我们讲中医怎么去发展，讲中
医在临床怎么去治疗疾病。 ”
刘凤斌说。

1995 年，邓老设立了邓铁
涛奖学金，时年正在广州中医
药大学读博士的刘凤斌成为
第 一 届 奖 学 金 的 获 得 者 。
“当时切实感受到邓老对青

年学子、年轻医生的重视。 ”
让 他 印 象 很 深 的 是 ，1999
年，当时已经近 90 岁的邓老
还经常到医院查房， 救治危
重患者。

“邓老长期指导我们，要
用中医的思维去思考问题、诊
治疾病。 他经常给我们列一些
书目让我们去学习经典在临
床的实践应用。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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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说：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

救助 132 名重症肌无力病患

受益于邓老设立的奖学金

他鼓励我们要做“铁杆中医”

临
危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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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老珍贵音频
2018 年 11 月 27 日， 来自成都的国医大师廖品正教

授来广州探访 104 岁的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羊城晚报记
者有幸见证了这场阔别 20 多年的重逢， 并留下了邓老的
珍贵录音。 他说：“学我者，必超我。 ”这是他对所有学生和
弟子的期望。

找出 SARS“元凶”

为患者垫付费用

研制凉茶深入人心

养生必先养心 ，养
心必先养德“四养”秘诀最重养德

白菊簇簇，哀乐缓缓。 1 月
10 日 6 时 06 分，一代“国医
大师”邓铁涛于 104 岁高龄仙
逝。 当天下午，广州中医药大
学便搭设追思厅。

“生是中医人，死是中医
魂。 ”挽联胜雪，邓老的家属、
弟子，广州中医药大学及第一
附属医院领导、医护人员等纷
纷前来吊唁，追思邓老与中医
的故事。

广州中医药大学同时发
布公告表示，1 月 10 日至 15
日， 在三元里校区设立追思
厅， 供社会各界及广大校友、
师生前来吊唁。

据悉，邓铁涛遗体告别仪式
定于 1 月 16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广州殡仪馆白云厅举行。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通讯员 肖建喜

“非典”一役，让当时陷入低
潮的中医药事业出现重大转机，
正式进入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控
体系，促成新一轮的中医药振兴
热潮。 广东立了大功，而时年 87
岁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
中医泰斗邓铁涛也起到了关键
作用。

“非典”时期，邓老临危受命
担任国家中医专家组组长。 当
时，对 SARS 的致病元凶到底是
什么，一时难有定论。 邓老勇敢
而自信地站出来说，SARS 是温

病的一种，中医治疗温病历史悠
久， 用中医药可以治好 SARS。
随后，他带领团队撰写中医防治
“非典”的文章，并把诊治的典型
病案也附在后面。这是当时我国
发表的第一篇中医治疗“非典”
的文章，影响非常大。最终，中医
力量介入了“非典”防治中。

他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非典”时共收治
了 58 例病人，取得了“三个零”
的成绩： 病人“零转院”“零死
亡”，医务人员“零感染”。

本版制图/刘栩

遗嘱

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遗产为
仁心仁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这笔遗产早已交给两个儿子 。 邓
中炎与邓中光都已被评为我省之
名医 ， 中炎又被评为我校之首席
教授。可悲之极！他不幸因病先我
而去！ 但其应得之声望永存。

邓铁涛研究所之一切所有 ，
非我之财物 ， 其所有照旧与附一
院及中光共管。

立遗嘱人 邓铁涛

邓铁涛的亲友 、弟子 ，学校及
医院领导 、医护人员等前往追思会
吊唁 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摄

打开地图，一条从广
州途经东莞到深圳的科
技创新走廊，如今延伸至
香港、澳门，标志着要素
流动正在寻求在粤港澳
大湾区全境打通，这里是
世界夜景卫星图灯光最
璀璨的区域之一。

在位于这条创新走
廊北部顶端的广州开发
区， 留美博士袁玉宇有
一 种 “超 现 实 的 爆 发
感”：他回国创办的迈普
公司， 迅速成长为一家
全球生物3D打印领导者
名单的企业。

袁玉宇的爆发感，准
确界定了“湾顶明珠”广
州开发区的近年发展态
势：重点打造中新广州知
识城、广州科学城、广州
国际生物岛、鱼珠CBD四
大战略创新平台，形成四
片联动，一条世界级高端
产业轴线日益清晰。

沿走廊南下，就是广
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

另一个重要节点———东
莞松山湖。 这个被称为
“世界工厂”的城市，正从
香港等地科研成果转化
“试验场”向科技创新“策
源地”，发生惊人的蜕变。

一路向南。 深圳和香
港携手高歌猛进，迈向全
球创新引领区。今年7月，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
国康奈尔大学等机构发
布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
报告，深圳—香港地区名
列全球“最佳科技集群”
第二名。

随着广深港澳科技
创新走廊加快布局建设，
一条融研发、转化、制造
于一体的创新通道正在
粤港澳大湾区快速打通，
新技术、新思维迅速跨界
融合。

这条媲美美国“128
公路”的创新走廊，正以
要素的流动聚合重构创
新生态，赋能未来。

（据新华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粤港澳大湾区进入“深度协同时刻”爆发新动能

世界经济版图，一个新亮
点愈加凸显。

这是新时代的“兄弟同
心，其利断金”：以“打造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粤港
澳加大协同力度，吸引和对接
全球创新资源，推动要素联动
流动。 南海之滨，掀起科技协
同创新热潮。

对标世界三大湾区，粤港
澳大湾区正在磨砺科创能力，
为全球经济增添新动能。

拥有国际一流大学及全国高等院
校170多所；拥有40余家国家重点实验
室、伙伴实验室以及一批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产业基础雄厚，电子通信、互联
网、 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迅猛，集
聚华为、腾讯等一批领先世界的创新型
企业……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创新资源
的“家底”清单。 然而，和世界三大湾区
相比，科技创新质量和效率仍存差距。

突破口在于科技协同创新。
几个月前，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

责小组在广州召开会议，探索粤港澳大湾
区知识产权合作新机制，目标直指粤港澳
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体制鸿沟”。

去年12月19日，中山大学、香港理
工大学、 澳门大学等粤港澳20多所高
校， 组建粤港澳空间科学与技术联盟、
粤港澳海洋科技创新联盟；11月8日，
中科院与香港特区签署备忘录，在香港
打造“医疗科技创新平台”及“人工智
能和机器人科技创新平台”；8月31日，
香港、澳门与广东等地70余家企业、科
研院所，成立“粤港澳大湾区生物产业

创新联盟”……
此外，大湾区知识产权联盟、大湾

区半导体产业联盟、 大湾区区块链联
盟、大湾区生物医药促进会……一个又
一个合作载体如雨后春笋般诞生。

中山大学校长罗俊表示，不管是体
制机制创新， 还是各种联盟平台的建
立，本质上是为了促进创新要素在粤港
澳大湾区的自由流动。

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关键要素
加速流转，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正进入
深度协同创新的崭新时期。

要素联动流动，像一根神奇的“魔
术棒”，让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资源产
生聚合反应，释放澎湃动能，催生世界
级产业集群。

从香港科技大学来到深圳创业，
再到称霸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
大疆科技创造了粤港澳大湾区要素联
动流动的经典范例。

类似例子，呈几何级数增长：HPV
检测领先世界的广州凯普生物公司，
母公司是香港企业； 香港科技大学教

授李泽湘在东莞参与发起成立了松山
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

湾区要素流动，推动珠三角产业集
群通过全球化整合嵌入全球产业分工，
构建全球价值链。 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
东创办的百济神州公司与美国通用电
气公司合作的生物药项目，2017年在中
新广州知识城破土动工，带动一批重大
生物医药产业项目聚集。 中新广州知识
城开发办主任谭明鹤说，中新广州知识
城已初步构建起“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为

主导， 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产
业结构，正在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即便在基础相对较弱的珠海，要素
流动也在迅速激发创新资源的聚合反
应。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张云飞创办
云洲智能公司， 推出世界第一艘环保
无人船产品、 国内第一艘测量无人艇
产品等，成为科技界“网红”。

港澳科研资源，聚合珠三角制造业
基础和广阔市场， 正在释放澎湃的发
展动力。

粤港澳科技协同创新热潮涌动 科技创新走廊从广深延伸港澳

释放新动能催生世界级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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