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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骄子——杨文 

      

     美国大波士顿地区的马萨诸塞州安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集公司创始人、总

裁和科学部主任于一身的杨文，每天都会来到这里，带领学生与助手进行产品 的研发和

市场开发，产品主要涉及食品安全及体外快速检测试剂盒。公司还给客户提供包括免疫

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等方面的高端技术服务。 
 

     1960 年，杨文出生在广西平南。1978 年高考，杨文在平南县中学理科生中成绩排名第

三，被广州中山医学院（现中山大学医学院）录取。从那时起，杨文跟医学结下了不解之

缘。5 年后，杨文考上了寄生虫免疫学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后，杨文留校当了讲师，他申请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获得批准，

后来参加学校选拔前往美国进修，几个回合下来入选机率已为 50%。说来也 巧，世界卫

生组织委托中山医学院寄生虫教研室的一个项目也恰恰在这个时候有了回复，出国进修的

机率为 100%，目的地是澳大利亚。经过慎重考虑，杨文最终 选择了去澳大利亚。 
 

      在广州进行外语培训之后，1990 年 4 月，杨文前往澳大利亚昆士兰研究所深造。在研

究所的实验室里，在克隆寄生虫有关基因表达、有关蛋白质在细菌里表达等 方面，杨文

收获了丰富的科研成果。1991 年，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了关于血吸虫病研究的文章，

引起学术界强烈反响。1992 年下半年，杨文回到广州中山 医学院寄生虫教研室，半年后

再回到澳大利亚攻读博士。 

  

      1996 年，杨文博士生学习阶段还没毕业，便与来自德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的博士后

与博士们开始了寄生虫血吸虫病的研究。在当时这方面领域的团队里，他是唯一来自中国

的成员。 
 

      杨文深刻意识到，那个时候，中国依然有为数众多的人感染过血吸虫病。如果要把一

种要被称之为钉螺的中介宿主消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血吸虫病疫苗的研究和

开发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在免疫学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和实现自己的梦想，1998 年 9 月，杨文从澳大

利亚以博士后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了美国。他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和圣地亚 哥、罗得岛等

地从事艾滋病以及其他传染病疫苗和免疫治疗研究工作。后来，他来到了哈佛大学。在哈

佛大学这样的顶级环境下从事科研工作，杨文激发了更加旺盛 的精力，在更高的起点上

再出发。 



 

      在进取心的驱使下，杨文审时度势，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与市场进行良

性互动。2010 年，杨文创办了自己的科技公司——安真生物科技公司。公司研发的对食

品安全快速检测试剂盒除了在美国销售之外，欧洲、中国也有客户。 
 

      多年闯荡，从广州到澳洲，再到美国，随着年龄的增长，杨文的心里也慢慢多了一分

思乡之情。但凡有广西老乡的活动，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参加，进而发起组织了 新英格

兰地区广西同乡会，让包括马萨诸塞州在内的相邻 6 个州的广西老乡联系友谊，增进情

感。随着 2012 年 12 月美国广西社团总会成立，杨文又多了一份头 衔，兼任美国广西社

会总会理事会常务副会长。 
 

      2013 年 1 月 20 日，杨文应邀回到老家广西平南的一家水果食品加工企业传授自己积

累多年的科研经验，洽谈水果改良使用项目。 
 

      品尝着家乡的余甘果，杨文说，仿佛还有小时候的味道。只要家乡有需要，他一定会

毫不犹豫地尽自己所能为家乡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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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当代广西》  2013 年 5 月下半月号第 10 期  作者：吴向列;黄欣;宁国铭 

（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DDGS2013100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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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学者翟日洪 

 

   

  他是一名成长于广西的优秀医学专家，因职业病研究与哈佛大学结缘，

又在肿瘤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20

余篇。但他时刻牵挂家乡，为广西的医学科研发展而奔走。他就是哈佛学者

翟日洪。 

  翟日洪出生于百色，1991 年毕业于广西医科大学，获硕士学位，出国

前是广西工人医院副院长，一直从事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的防治研究。 

   1998 年，他在《美国工业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最早报道了肿

瘤坏死因子基因多态性可影响煤工尘肺的发病。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克里斯

狄安尼也致力 于研究这个领域。他读过翟日洪的论文后，便决定帮他申请

美国 NIH 的一个奖学金。2000 年，在大卫的帮助下，翟日洪前往哈佛大学

进行为期半年的尘肺病研 究。这里浓郁的学术氛围、顶级的研究技术，提

http://vod.gxtv.cn/VodView-36-7057.html
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DDGS201310035.htm


升了翟日洪的学术眼界和思维。在大卫眼中，翟日洪有很好的研究基础，思

维很活跃、数学概念、电脑技能都很好。 2003 年，两人还合作进行了有关

流行病与水污染的研究。随后几年，翟日洪连续在多份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

了数篇论文，论述细胞因子在煤工尘肺发病中的相关 作用。2005 年，他再

次应大卫邀请前往哈佛大学。“广西是有色金属之乡，但是在冶炼提炼的过

程中，混杂物砷的毒性很高，容易引起污染，可能导致工人砷中 毒，我们

当时就想找一个砷中毒的生物标记，用这个标来作为早期诊断，诊断早期中

毒一个指标。”这是翟日洪与大卫的第二次合作研究项目。 

   虽然已经出国多年，但翟日洪每年都会抽空回广西，和广西的医学工

作者一起交流科研动态。近年来，到哈佛工作或进修的广西科研人员越来越

多，翟日洪经常能碰 到来自广西的同行。黄世文是广西医科大学的博士

生，经翟日洪介绍，到哈佛大学进行一年的访问研究。“这里研究水准较

高，选人的标准也是很严，他基本具备这 个条件了，我们就叫他过来。”翟

日洪说。 

  能帮就帮，翟日洪将这份“南宁精神”带到了美国。从义工活动，组织广

西老乡聚会到学术交流，不 论事情大小，只要对广西有利，他总是尽心尽

力去参与，一心回馈家乡。离家越远，乡情越浓。翟日洪尤其珍视这份广西

情、南宁味。他担任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广西 同乡会的副会长，就是希望能

够为家乡人多做一些事，为家乡多尽一份力。 

 

来源：《广西日报》   2013 年 05 月 28 日报道 本报实习生 蒋赐玲 

（http://gxrb.gxnews.com.cn/html/2013-05/28/content_8263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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