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2019, 41(5): 992−1000 DOI: 10.11844/cjcb.2019.05.0026

x
_
±s

为生命科学奉献毕生精力
—纪念我国著名生理学家、组织化学家、细胞生物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汪堃仁院士

汪锦城 

(中国大百科全书岀版社, 北京 100875)

汪堃仁先生

[编者按] 汪堃仁教授, 汉族, 安徽休宁人, 1912年3月17日生。是我国
著名的生理学家、组织化学家和细胞生物学家。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

院系调整后, 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主任, 是该系的奠基人之一。
1953年兼任中央卫生研究院病理系主任及研究员, 为该所的建设作出了重
要贡献。1963年被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生理专题
委员会委员。自1981年起为博士生导师。兼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
务委员会副主任、校教师职称评定委员会及生物学科评审组组长。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1978年当选为中国生理学会和
中国解剖学会常务理事; 1981―1986年当选为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副理事
长。汪堃仁教授从事科学研究数十年, 在消化生理、组织化学、细胞生物
学方面发表论著近百篇。他博学多览, 有敏锐的洞察力, 密切注意国际上
学科发展的前沿, 研究中刻意求新。他对垂体后叶反射、胃泌酸机制、肝、
胰病变机理的研究取得许多突出成就。对环核苷酸代谢及细胞骨架等方

面都有开创性研究, 对我国开展这些领域的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汪
堃仁先生一生勤奋进取、对科学事业孜孜以求。他治学严谨, 重视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 强调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他对学生严格要求, 循循善诱。
六十年来, 他培养的学生遍及海内外, 许多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进
修生已成为我国教育与科技战线上的骨干力量。他极端关注生物学科的

建设及全民族生物学素质的提高, 多次向国务院建议及撰文呼吁要重视生
物科学后继人才的培养与加强生物学教学。汪堃仁先生的一生是为祖国

的生物学教育事业和生物科学的研究事业奋斗的一生, 是辛勤耕耘、勇于
探索的一生。虽然先生已经离开我们, 但他德高望重、为人正直、作风正
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风骨将与他的科学成就一起永世留存。

学生时代
汪堃仁教授祖籍安徽省休宁县。1912年汪堃

仁生于湖北省嘉鱼县。出生后九天, 母亲病故, 父亲

远走他乡, 杳无音信。当时, 在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内

任职的伯父, 悯其孤弱, 便把他收养起来。后伯父逝

世, 家境日渐凄凉。汪堃仁只好随着伯母住在可以

不收房租的北京宣外丞相胡同休宁会馆里。艰难的

环境和寄人篱下的生活, 使他自幼养成了奋发图强、

不怕困难的性格。7岁时, 他就读于附近的广东小学, 
后入河南中学。在中学时代, 他刻苦学习, 各科成绩

优异。那时候, 他是一个身体孱弱、静默寡言、善

于思考、富于想象、勤奋好学的青年人。

1928年他中学毕业, 原拟攻读工科, 走“工业救

国”之路, 但因家境清寒, 改考北京师范大学预科。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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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两年, 他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对生物学

产生了特殊的兴趣, 因而在预科结业后, 进了北京师

范大学生物系。他虽体弱, 但学习勤奋, 无论是课堂

听课、实验操作还是课后作业, 都认真对待, 一丝不

苟。除了教师讲授的内容外, 他还到图书馆阅读参考

书籍, 收集中外资料, 认真钻研, 在生物系的四年, 考
试总是名列前茅。此外, 他还选修了化学系、英文系

的一些课程, 这为以后的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协和医学院期间
1934年他留系任助教, 负责生理学、比较解剖

学的实验课。他由于工作认真负责, 博得系内师生

的好评。1937年夏, 生物系主任郭毓彬教授推荐他

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系(下文称协和)深造。协和

医学院图书、仪器设备齐全, 教授们多为著名的学

者, 在协和期间, 他又进一步学习了生理学、生物化

学、神经解剖学、组织学、人体解剖学等课程。和

他一起学习的还有王志均、孟昭威等人, 后来他们

都成了著名的学者。在此期间, 他还在著名生理学

家张锡钧和林可胜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迷走神经和

垂体后叶反射的研究。当时已经知道垂体后叶可以

分泌几种激素, 但尚未找到细胞学的证据。他在实

验中观察到, 刺激狗的迷走神经向中端时, 垂体后叶

细胞发生变化, 而刺激交感神经向中端则无变化, 从
而证明垂体后叶为分泌细胞所组成, 其中颗粒为分

泌颗粒。这种观念后来随着生理科学的进展又有所

发展。

在协和的两年, 汪堃仁在《中国生理学杂志》(英
文版)上共发表了三篇论文。更重要的是, 他从张锡

钧、林可胜教授身上学到了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具备

的素质和作风。他们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极为严格, 
从实验设计、文献查阅、实验前的准备、手术操作

到论文撰写, 都必须扎扎实实地去做, 容不得半点草

率和马虎。他由此受益匪浅, 这对后来从事科学研

究和指导学生, 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西北师范学院的艰苦岁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 日寇长驱直入, 

祖国半壁河山受到残暴的蹂躏。太平洋战争爆发之

前, 由于协和医学院一直是由美国人控制的, 他尚能

在那里继续进行一些科学研究。后来形势急转直下, 
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他感到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遂

毅然决定离开协和, 到抗日战争战场的后方去, 到
已迁往陕西省城固县的母校—西北师范学院(即
北京师范大学)去。但由于日机轰炸, 交通被破坏, 
须取道海上, 绕越南到昆明, 经黔蜀才能到陕西。

1939年5月, 他筹借到路费, 携带妻女(当时长女2岁, 
次女才6个月)和简单的行装, 开始了西北之行。从

溏沽登船, 经香港抵海防, 换乘火车到昆明; 再由昆

明乘卡车穿过云贵高原, 到达山城重庆, 此时已是

盛夏酷暑的七月了。在重庆停留期间, 敌机不时狂

轰乱炸, 尸陈遍地, 一片慌乱。当时, 他考虑到内地

教学一定很需要生理仪器, 便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 
找到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的前身)医学院生理教授

蔡翘所主办的教学仪器厂, 自己筹款买了几套生理

实验仪器, 以备教学之用。那时候, 大后方的交通

十分困难, 四川没有铁路, 成渝公路也尚未通车, 他
和妻子杨淑清抱着孩子带着仪器和行李, 由重庆乘

江轮溯江而上, 到了泸州。这时泸州刚遭受过敌机

轰炸洗劫, 火光未息, 一片废墟, 惨不忍睹。由泸州

经成都、剑阁、广元到陕西, 途中多次更换交通工具, 
有时还得步行, 终于在1939年9月到达陕西城固。

此行历时四个多月, 行程万余里, 受尽长途跋涉之

劳, 饱尝蜀道难行之苦。日寇的残暴肆虐、国民党

统治的反动腐朽, 使他为灾难深重的祖国感到无限

的忧虑。

七 · 七事变后, 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天

津北洋工学院合组为西北联合大学, 迁往西安。

1938年日寇轰炸西安, 西北联大又迁到川陕交界的

城固一带。由于三校负责人不能合作, 不久西北联

大又分开了。平大的文、理、法商三学院合并为西

北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改为西北师范学院, 郭毓彬教

授任生物系主任。当时师资很缺乏, 设备条件极差, 
从事教学和开展科学研究都非常困难。汪堃仁到校

后, 不顾生活艰苦, 不怕工作困难, 一心投入教学中。

先后担任过生物系的动物生理学、解剖学和组织学, 
体育系的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理学, 以及家政系的

生理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那时候, 文科各系必修

普通生物学, 他也教过文科的普通生物学。最初没

有助教, 举凡课堂讲授、准备实验、上实验课、课

堂演示等等, 都由他一人完成。回忆当时, 他每晚在

一盏灯草芯的油灯下, 用毛笔在草纸上写讲稿至深

夜的情景, 不胜感慨。由于他备课认真, 取得了较好

的教学效果。由他从重庆带来的生理仪器这时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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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重要作用。他几乎开设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所开

设过的全部基本的生理实验课程。解剖学实验没有

尸体, 他便和其他老师泡制狗、猫来代替; 没有骨骼, 
便拣取无主尸体, 加工后串成骨骼架子。总之, 为了

提高教学质量, 他千方百计自制了不少标本和教具, 
满足了教学需要。

汪堃仁在教学中力求以治学严谨的态度, 用生

动活泼的语言, 深入浅出、条理分明地把课中的重

点、难点讲清楚, 并随时介绍一些科学新成就, 因而

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西北大学与西北师范学院仅一墙之隔, 两校都

设有生物系, 两系教授均不齐全, 但由于两校负责

人之间有矛盾, 教授们就不能在校际之间互相兼课, 
以致有些课程无法开设, 使学生们蒙受学业上的损

失。看到这种情况, 他心中十分不安, 便从中奔走斡

旋, 终于使两校消除了隔阂, 两系的教授可以相互兼

课了。他还带头先为西北大学生物系讲授动物生理

学等课程, 仪器设备也互通有无, 使两系的学生都得

到益处, 提高了教学质量。这虽是小事, 但他认为在

艰苦的条件下办教育, 首先应为学生着想, 做教师的

如一遇困难, 只考虑个人得失, 而置学生的学习于不

顾, 是有负于教师的神圣职责的。在抗日战争困难

时期, 学校有时发不出工资, 某些教授便采取停课手

段以示抗议, 结果蒙受损失的还是学生, 汪堃仁对他

们的这种做法也颇不以为然。

1945年“八 · 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

降。1946年北京师范大学复校, 汪堃仁迁回北京。

在美国的科研工作
1947年春, 经师友们的联系推荐, 汪堃仁到美

国伊利诺爱大学医学院临床科学系进修, 在著名的

消化生理学家艾威(Ivy)教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

他由于基础扎实, 又有实践经验, 在短短的10个月

内就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 获得了硕士学位。那时

候, 艾威正研究一种药物的毒理作用, 让他分担研究

该药的肾中毒机理。这项研究的肾脏切片不能用常

规的石蜡切片方法(不能经酒精、二甲苯等处理)进
行, 必须用真空冰冻干燥的方法, 使动物的肾脏先经

液氮(−190 °C)下固定, 然后在低温真空条件下脱去

组织的水分, 因此需要有真空冰冻干燥仪器。当时

他一无仪器图纸, 二无经验, 但经过苦心钻研, 在格

罗斯曼(M.I. Grossman)教授的指导下, 由自己设计, 
反复试验, 终于制成一台可供细胞学和组织化学使

用的简便的“冰冻真空干燥器”。有关这项研究的文

章发表于1949年《美国实验和临床治疗医学杂志》

上。他用这台仪器所制备的有关酶的组织化学切片, 
同用石蜡切片法所获得的结果相比较, 证明冰冻真

空干燥法所得的结果更为真实, 酶的活性反应更强。

这台仪器的制成, 对当时简便冰冻干燥器的发展, 起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而多年来国外许多文献中常

引用这一结果, 也奠定了他此后从事组织化学工作

的基础。

在狗胃黏膜组织化学的研究中发现一种情况, 
使他感到惊奇。胃黏膜壁细胞是泌酸细胞, 用组织

化学的方法证明, 壁细胞内含有极为丰富的ATP酶, 
与其他细胞明显不同。此项工作他在回国后利用刺

激迷走神经离心端或注射组织胺时, 观察到当泌酸

增加的同时, 壁细胞内ATP酶的染色反应更为加强, 
说明壁细胞制造盐酸以及分泌盐酸都需要大量的酶

活动来分解ATP以提供能量。这一发现是他从事细

胞机能和组织化学定位相结合的一次尝试。他在美

国两年, 单独地或与王志钧、格罗斯曼、艾威教授

等合作, 研究了有关消化腺的生理问题, 还和其他同

工作者一起共发表六篇论文。这一时期的工作, 决
定了他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运用组织化学

的方法进行消化腺的生理研究。

1948年末, 解放战争天津战役取得辉煌胜利, 
1949年初, 北京和平解放, 两大城市相继回到人民手

汪堃仁先生携带妻女奔赴汉中西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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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解放大军挥师南下, 无坚不摧, 所向披靡。他远

在海外, 十分关怀祖国形势的发展, 并为人民的胜利

而欢欣鼓舞。他原想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来参加祖

国建设, 但在1949年7月, 突然接到署名“华北文化委

员会”和北京师范大学领导的电报, 催他尽早回国参

加新中国的建设。他意识到这是祖国对自己的召唤, 
便决心立即回国。他向艾威告辞说: “我的祖国革命

成功了, 我要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艾威教授挽

留说: “中国的局势很不稳定, 要进行科学研究, 还是

留在美国好。”他谢绝了艾威老师的盛意, 表示自己

回国的决心绝不动摇。除了留下路费之外, 他用从

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些必要的书籍。1949
年7月, 他辞别了艾威老师和朋友们, 怀着一颗激动

的心, 登上远洋轮船, 乘风破浪, 驶向刚刚获得了解

放的祖国, 于8月初回到了离别两年的北京。

回归祖国
1949年暑期汪堃仁回国后, 仍任北京师范大学

生物系教授, 讲授生理学、组织学等课程。在教学中, 
他力求做到循循善诱, 不断更新, 故而博得同学们的

好评。1949―1950年, 他还时常邀请生物界的著名

人士来本系作专题报告, 活跃学术空气。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 他被任命为

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主任。他虽然忙于教学和科学

研究, 但考虑到工作的需要, 就勇敢地挑起了这个重

任。他深知师资培养和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曾
多次向当时的教务长丁浩川同志陈述自己的意见, 

受到领导的重视。他还注意聘请著名学者、教授来

生物系兼课, 以提高教学质量。1953年上级党组织

为了充分发挥他的业务专长, 安排他兼任中央卫生

研究院病理系研究员及病理系主任之职。每周在生

物系工作三天, 另三天则在中央卫生研究院从事科

学研究。起初, 卫生研究院病理系人数很少, 后来, 
他想方设法请到回国不久的王志均等教授, 以及几

位优秀的青年科学工作者, 共同建立了中央卫生研

究院病理系(即今天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理系前身

的一部分), 使科研工作得以初步展开。在此期间, 
他主要进行了以组织化学方法研究胃、胰细胞的机

能定位科研工作, 还研究了小白鼠胰腺分泌周期内

酶元颗粒RNA和脂肪酶的细胞化学变化及其与三种

主要消化酶活性的关系。他还着重研究了胰抗脂肪

汪堃仁先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发明制造出“冰冻真空干燥器”

汪堃仁先生在培养研究生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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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的作用, 经过几年的探索研究, 否定了国外一些学

者主张胰岛A细胞有抗脂肪肝因素的看法。他认为

胰抗脂肪肝因素的存在及其产生部位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这项工作他曾于1956年7月在比利时布鲁塞

尔举行的第二十届国际生理学会上作过报告。

汪堃仁注意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成长, 除教课外, 
还在北师大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展了在胰腺再

生过程中组织化学的研究, 以及四氯化碳中毒肝脏

的实验性病变及其防治的研究。通过研究, 初步确

定了丙种球蛋白对大白鼠四氯化碳中毒的肝脏的实

验性病变有预防作用。

1956年汪堃仁参加了我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

划会议。1957年被聘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生物

组组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生物组组

员。1964年, 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肿瘤防治研究
十年动乱期间, 他本人及家庭都饱受摧残和折

磨, 最使他感到痛心的是, “文化大革命”剥夺了他多

年来坚持不断阅读文献和做实验的应有权利, 剥夺

了他工作的权利。由于环境所迫, 许多他多年来辛

苦收集的宝贵的图书、文献、资料也随之失去了。

他看到当时办大学教育的所谓革命的方法是没有前

途的。为了不白白浪费时光, 为了不消沉下去, 经过

反复思考, 他决心离开北京师范大学, 请求调到新建

的北京肿瘤防治研究所工作。

调到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所后, 他担任了细胞

生物学研究室主任后兼副所长。从物色工作人员、

定购仪器到调查研究、确定研究课题, 他都一一过

问, 亲自操办, 使该室很快就被建立并充实起来。

1976年10月, “四人帮”被打倒, 严冬终于过去, 春天

回到大地, 祖国到处生机勃勃, 他感到无比喜悦, 感
到中国又有希望了, 今后可以放手工作了。

1974年起, 他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环核苷酸

(cAMP)的研究上。他曾系统地收集、积累这方面

的文献资料, 经常考虑如何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环核苷酸被称为“第二信使”, 人们发现它对细胞的

增殖、分化、生长、发育都起着一定的调节控制作用。

特别引起他注意的一个实验是: 癌细胞在有cAMP
存在的情况下能逆转成为正常细胞的部分表型, 说
明癌细胞通过调控作用可逆转为正常细胞, 这就为

研究癌症的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他和细胞生

物研究室的研究工作者们开始从事有关中草药治疗

与肿瘤细胞内环核苷酸含量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

1975年, 北京市肿瘤防治所观察有一例膀胱癌患者, 
因服一种被称为白蛇酒的复方中草药而痊愈, 这一

病例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于是他组织了全室的科

研人员来研究此药的抑癌作用及其机理。他们首

先对白蛇酒和cAMP对小白鼠艾氏腹水癌细胞的抑

制效果与癌细胞内cAMP含量变化的关系进行了研

究。他们发现服白蛇酒后, 动物腹水癌细胞内cAMP
水平增高, 并对小白鼠腹水癌细胞的增殖有一定的

谈家桢、汪堃仁、郑国锠三位院士在西柏林第二十届国际细胞生理学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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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作用, 其结果与氨茶碱处理的动物抑制率相似, 
均可达60%以上。在这两组动物腹水癌细胞增殖受

到抑制的同时, 癌细胞内cAMP水平都相应增高, 说
明白蛇酒的疗效是通过促进cAMP的作用, 进而控

制癌细胞的增殖而实现的。他们进一步用实验证

明, 复方白蛇酒之所以能提高细胞内cAMP水平, 是
因细胞内cAMP磷酸二酯酶的活性受到抑制。最后

他们还证明, 这一复方白蛇酒对癌细胞的增殖只有

一定程度的控制作用, 是通过cAMP及其酶系所起

的作用所致, 但它并不能最终消灭癌细胞。有关这

个问题的论文, 他曾于1980年在西柏林召开的世界

第二次细胞生物学会议上报道过, 引起了许多国家

学者们的注意。此外, 他们还对核苷酸的抑癌问题

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 如抗肿瘤有效药物猪苓提取

物的抑癌效果与核苷酸的关系等。那几年, 他曾在

有关环核苷酸与细胞的调控作用方面写过、译过一

些文章, 并在国内许多学术会议上作过报告, 对开展

cAMP对癌细胞的抑制作用的研究起了倡导和促进

作用。

重返北师大
1980年由于工作需要, 汪堃仁又被调回北京师

范大学生物系任系主任。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 汪
堃仁深深地认识到人材培养的重要性, 他认为要办

好一所大学、一个系, 不仅要有坚强的领导, 还需要

有一批好的教师; 不仅要开好基础课, 还要开好一系

列选修课。这样, 研究生的课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他常为一些课程的教学质量低而感到焦虑。他反复

说过: “办学校一切要为同学着想, 同学一辈子就听

一次这门课, 讲不好课会影响人家一生。”为此, 他
常亲自出马骋请著名的教授、专家来系内讲课, 还
筹划开设一些新的课程, 同时又选派一些年轻有为

的教师出国深造, 为北师大的未来培养骨干力量。

当青年教师们在教学、科研上作出显著成绩时, 他
为他们感到由衷的喜悦。

在科学研究中, 他主张取长补短, 开展社会主

义大协作, 才能迅速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他想, 连
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之间有时也能合作, 难道他

们能做到的事情,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还做

不到吗？他常和他的同行谈论自己的科研工作和思

路。他认为, 他的想法别人如果能做出来, 他同样很

高兴, 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嘛。有一次他们急于进

行微管蛋白免疫方面的工作, 但苦于没有纯的微管

蛋白; 而上海细胞研究所的施履吉教授提取了微管

蛋白, 尚未取到微管蛋白的免疫血清抗体。当施履

吉教授得知他急需微管蛋白时, 就慷慨地将宝贵的

微管蛋白样品送给了他一些。他立即组织人力开展

工作, 三个月就成功地获得了兔的微管蛋白抗体, 并
且获得出色的微管免疫荧光切片。施教授知道这一

消息后非常高兴, 他也将免疫抗体回赠给施教授。

这种友谊协作, 促进了科学研究的顺利进展, 是科学

研究中不可缺少的。

上世纪80年代, 他开始注意到“细胞骨架”和癌

化的关系问题。细胞骨架是一个多功能的细胞器, 
癌化后的细胞骨架系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必然影

响到多种功能的改变, 因而细胞骨架系统被认为很

可能是癌基因产物的重要靶子之一。他曾组织北

师大生物系和肿瘤所细胞研究室的同志们用间接

免疫荧光法, 研究了正常间期细胞和分裂期细胞微

管系统的变化, 以及我国建立的七株癌细胞内微管

变化和分裂; 也研究了食管癌Eca109和正常食管上

皮细胞内微管的差异。此外, 他们还研究发现, 丁
酸钠对人胃癌的MG803细胞和食道癌细胞的生长

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它对人胃癌细胞的分化也

有影响(如经丁酸钠处理后细胞变长, 出现胞膜小绒

毛突起等现象, 趋于成纤维细胞形状的变化), 并能

使食管癌细胞的核/质比率下降。他们也观察到丁

酸钠可促进人胃癌MG803细胞中的微管和食管癌

Eca109细胞内的中等纤维的组装, 他们认为这些变

化与丁酸钠处理后细胞形态的改变有密切关系。他

们还观察到丁酸钠可将细胞阻断于细胞周期中的

G1期, 并对3′,5′-cAMP磷酸二酯酶的活性有强烈的

抑制作用, 提高细胞内的cAMP的水平, 从而抑制细

胞的增殖。这些实验表明, 丁酸钠对人胃癌MG803
细胞和食管癌Eca109细胞具有一定诱导分化的作

用。总之, 自80年代以来, 他和同事们对cAMP对癌

细胞分化的调节作用, 以及cAMP细胞骨架与癌变

及逆转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取得了

一些成果。

他从事上述研究工作的目的是为肿瘤细胞的

早期诊断, 以及环核苷酸、细胞骨架与细胞逆转的

有关理论建立基础。

1979年, 全国细胞生物学学会成立, 他被选为

副理事长。1980年, 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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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员。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他要在有

生之年, 多做一点工作, 以报效祖国和人民对自己的

期望。

汪堃仁一生从事生物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对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费斯曼(A. Eферсман)的一段话

深有体会: “科学家的幸运在于掌握大自然的秘密, 
掌握大自然的力量。科学家的生命, 喜、怒、哀、乐, 
他的兴趣, 他的热情和苦恼都寓于其中”。

他说: “回顾我的一生, 我感到自己也是幸运的, 
虽然历经坎坷, 贡献无多, 但我的命运始终和祖国的

科学事业紧密地连在一起; 我的生命, 我的全部热情, 
我的喜、怒、哀、乐, 也就都寓于这一事业之中了。” 

无论在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 他始终孜孜以

求, 未敢有丝毫的懈怠。他深深感到, 作为一个科学

工作者, 必须全身心的投入, 才可能在科学的海滩上

拾取几片美丽的珠贝, 为人类做出一点有益的事情。

唐代诗人刘禹锡说得好: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
尽狂沙始到金。”确实如此, 科学事业需要一个科学

工作者作出毕生的奉献。

主要科学成就
汪堃仁教授从事科学研究近六十年, 为祖国生

理学和细胞生物学的发展, 作出了很大贡献, 主要成

就有以下四方面。

迷走神经与大脑垂体后叶反射

汪教授在协和医学院进修期间, 曾在张锡钧、

林可胜教授的指导下, 进行了迷走神经与大脑垂体

后叶反向的研究。当时已经知道垂体后可以分泌几

种激素, 但尚未找到细胞学的根据。汪教授发现, 当
刺激狗的迷走神经向中端时, 垂体后叶细胞发生变

化, 而刺激颈部交感神经的中枢端时则无变化, 证明

垂体后叶为分泌细胞, 其中的颗粒即是它的分泌产

物。

以组织化学方法研究胃、胰细胞的机能定位

汪教授在美国进修期间, Ivy教授正研究一种药

物的毒理作用, 请汪堃仁教授研究该药的肾中毒机

理。由于该项研究不能对动物组织作常规的石蜡切

片(不能经过酒精、二甲苯等有机溶剂), 必须用冰

冻真空干燥法, 以−190 °C的液氮固定肾脏, 然后在

低温真空条件下脱水。汪教授当时在一无图纸、二

无经验的情况下, 经过苦心钻研和反复试验, 终于设

计出一台简单实用的冰冻真空干燥器, 解决了这项

研究的仪器问题。通过比较研究证明, 用这种方法

可以获得细胞酶活性的精确定位。这台仪器的制成, 
对当时的新技术—组织化学的发展, 起了推动的

作用。

在胃腺分泌活动与ATP酶的关系方面, 汪堃仁教

授进行了很有意义的工作。用组织化学方法可发现

壁细胞内有丰富的ATP酶, 与其他细胞明显不同。当

刺激迷走神经离心端或注射组织胺时, 壁细胞泌酸增

加, 同时细胞中ATP酶呈阳性反应, 表明壁细胞制造

盐酸及分泌盐酸均需ATP酶分解ATP以释放出能量来

上世纪80年代, 春节与王志钧院士在家中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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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用对氯汞苯甲酸抑制盐酸的分泌, 则壁细胞内

ATP酶的组化反应减弱; 用L-半胱氨酸解除此种抑制, 
则ATP酶的活性亦随之增强。这是细胞机能与组织

化学定位相并进行的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

在胰腺分泌功能上, 汪堃仁教授和他的同事们

也做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工作。他们用生物化学方法

测定胰腺分泌周期内三种消化酶活性; 又以组织化

学方法显示酶原颗粒和脂肪酶, 发现三种消化酶的

活性变化与组织化学方法所得的结果安全一致, 使
胰腺机能活动的研究, 深入到细胞结构水平。

汪堃仁教授等对胰抗脂肪肝的作用也进行了

细致的研究。向豚鼠注射氯化钴, 对胰岛A细胞有

显著的破坏作用, 同时约有一半动物产生了脂肪肝; 
而向家兔注射氯化钴连续破坏胰岛A细胞, 却不引

起脂肪肝。反之, 以高胆固醇食物喂大白鼠后再让

注射氯化钴或氯仿, 大白鼠出现严重的脂肪肝, 而
胰脏并未发生组织形态上的变化。他由此提出“胰
脏A细胞不大可能是产生抗脂肪肝因素的部位”的
看法。

汪堃仁教授及其同事们在四氯化碳中毒引起

实验性肝病变的研究中, 还发现丙种球蛋白对大白

鼠的四氯化碳中毒有预防作用。

环核苷酸对癌细胞分裂分化调节作用的研究

自上世纪70年以来, 人们发现, cAMP可使转化

细胞发生逆转现象以后, 在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重

视, 也激发起汪教授的浓厚兴趣。他所进行的有关

癌细胞逆转与环核苷酸关系的研究成果和所撰写

的综述文章, 对我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起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汪堃仁教授研究了有效抗癌中草

药(复方白蛇酒)的制癌作用与cAMP的关系。他以

3′,5′cAMP和复方白蛇酒分别处理接种了艾氏腹水

癌的小鼠, 发现服用复方白蛇酒的动物, 其腹水癌细

胞内的cAMP水平增高, 同时癌细胞的增殖也受到明

显的抑制, 与用cAMP加氨茶碱处理过的小鼠艾氏腹

水癌细胞的情形相似, 即癌细胞内的cAMP水平均增

高, 表明该复方药的疗效是通过cAMP控制细胞的增

殖而实现的。他还进一步证明, cAMP水平的提高是

由于cAMP磷酸二酯酶受到抑制所致。他与共同工

作者在猪苓抑制小鼠肉瘤180腹水瘤细胞增殖的研

究中, 也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些研究为中草药控制

癌细胞增殖的机理, 提出了有价值的资料。1980年
他在西柏林召开的第二十届国际细胞生物学会上曾

作了报道, 受到国际同行们的重视和好评。此外, 在
他的领导下, 他的研究组通过S180V系细胞的同步

化, 测定不同周期时相内环核苷酸水平的变化, 发现

M期最低, 在非分裂期则较高。扫描电镜的结果表

现出M期细胞的骨架系统很不发达, 其结果对了解

癌细胞动力学和细胞骨架系统的变化, 以及与细胞

形态变化具有重要的相关性。用cAMP处理癌细胞, 
也发现许多指标[如细胞表面受体(例如ConA)、微

绒毛、ATP酶活性、膜内蛋白质分子侧向扩散运动等]
均有一定的“逆转”现象。

“细胞骨架”和癌化

在80年代, 汪堃仁教授开始注意到“细胞骨架”
是一个多功能的细胞器, 癌化后的细胞骨架系统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 必然影响到细胞多种功能的改变, 
因而认为细胞骨架系统很可能是癌基因产物的重要

靶子之一。在汪教授的领导下, 研究小组的同事们

用间接免疫荧光法研究了正常间期细胞和分裂期细

胞微管系统的变化, 以及我国建立的七株癌细胞内

的微管变化和分裂;  也研究了食管癌Eca109和正常

食管上皮细胞微管的差异。这些研究为肿瘤细胞的

早期诊断以及环核苷酸、细胞骨架与肿瘤细胞逆

转有关的理论建立了基础。此外, 他研究了丁酸钠

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的汪堃仁院士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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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胃癌MG803细胞和食管癌Eca109细胞的生长

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同时对人胃癌细胞的分化也

有影响(如细胞变长、出现胞壁突起等趋于成纤维

细胞形态的变化), 并能使食管癌Eca109细胞的核/
质比下降。汪堃仁教授等发现, 丁酸钠可促进人胃

癌MG803细胞中的微管和食管癌Eca109细胞内的

中等纤维的组装, 他认为这些变化与西酸钠处理后

细胞形态的改变有密切关系。他们发现丁酸钠可

将细胞阻断于G1期, 对3′,5′cAMP磷酸二酯酶的活性

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提示了cAMP的水平, 从而抑制

了细胞的增殖。这表明丁酸钠对人胃癌MG803和
食管E ca109细胞具有一定诱导分化的作用。总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汪堃仁教授及其合作者深入

研究了cAMP对癌细胞分裂、分化的调节作用以及

cAMP、细胞骨架与癌变及逆转的关系, 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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