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 罗怀容

女，1975年出生于四川省泸县，
西南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致力于衰老及衰老相关疾病药理
学研究。曾获得泸州拔尖人才等荣
誉。2022 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二十大代表风采
9月21日，退去了暑热的泸州另有

一番秋日之美。无暇顾及美景，西南医
科大学药学院教授罗怀容穿上白大褂，
脚步轻快地径直朝实验室走去。

坐在显微镜前，她一边用铂金丝针
轻轻挑动培养皿中的“小虫子”，一边在
镜头前观察。“我们天天和虫子打交道，
数虫子，研究虫子。”罗怀容打趣道。

什么“虫子”能让人如此“痴迷”？原
来，罗怀容口中的“虫子”叫秀丽隐杆线
虫，科学界对它的研究成果，广泛集中在
衰老研究与老年医学等领域。2010年，
罗怀容以线虫为模型开始衰老机制及衰
老相关疾病药理学研究。经过十余年的
努力，终于在线虫身上有了新发现。随
着研究的深入，待科研成果转化后，新药
将在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等老年
疾病上作出贡献。

研究“小虫子”十余年
研究成果将对症老年病治疗

在西南医科大学的线虫实验室里，
放着一个个圆形培养皿，线虫如一粒粒
白色的细沙附着在培养皿底部，肉眼很
难看清它们的真面目。但在显微镜下，
它们变成了一条条波浪线运动的“长虫
子”，显得十分活跃。

为何选择线虫作为研究衰老的模式
生物？罗怀容说，线虫的生命只有3周
左右，实验影响能在线虫身上快速显现
出来，便于研究。同时，线虫易于培养、

繁殖。重要的是，线虫遗传背景清晰，其
基因与人类基因高度同源。

如何在线虫身上寻找到“钥匙”来解
决人类老年疾病？2010年起，罗怀容以
线虫为模型开始衰老机制及衰老相关疾
病药理学研究。

未知就像一道道关着的门，先敲哪
道“门”？国际现有研究表明，“磷酸肌醇
激酶IPMK”与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等
相关。罗怀容找准这一关键点，在线虫
身上开展了多个实验。2015年，罗怀容
课题组发现，如果将线虫体内的IPMK
敲除，会导致线虫发育缓慢，并且寿命大

幅度缩短。
那IPMK与人类发育、长寿又有什

么关系？罗怀容带领着课题组潜心研
究，常常在实验室里从白天待到晚上。

2021年，罗怀容课题组在线虫身上
首次发现 IPMK通过干扰三磷酸肌醇
IP3和钙离子信号传递，影响线虫的活动
和健康发育，这在衰老研究领域是重要
新发现。罗怀容的研究成果被发表在了
医学领域国际期刊《Cell Calcium》上。
这一发现，为进一步探究遗传与发育、生
命节律、衰老与寿命等提供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

有了新发现，罗怀容团队新的研究
课题也得到了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的支持，对线虫、对衰老的研究将继续
深入下去。

“研究成果转化后，对阿尔兹海默症、
心血管病等疾病的治疗和人类健康事业的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罗怀容十分坚定地
说，“选择衰老及衰老相关疾病药理学研
究，就是为了让更多老年疾病得到治疗。”

父亲眼中的大忙人
学生心中的良师益友

对科研一丝不苟的罗怀容，对线虫
研究得头头是道，却很难数清父母头上
的白发。尽管老家泸县福集镇离泸州市
区车程不远，但罗怀容每次回家看望父
母时，也只是匆匆吃完饭，就要赶回工作
岗位。“平时回家都不歇一夜就走，就算
过年也只待两天。”罗怀容的父母嘴上念
叨，仍默默支持着女儿，因为她是他们眼
中的“大忙人”，更是他们心中的“骄傲”。

看文献，带学生，搞科研，处理日常工
作，是罗怀容每天都在重复做的事情。而
周末，她也没有停下来，每周定时组织团队
小组会议，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实验问题。

罗怀容个子不高，留着短发，干练朴
素。站在学生之中，她耐心地讲解问题，
脸上时常挂着笑容，露出两个浅浅的酒
窝，和蔼可亲。

在学生眼中，罗怀容是良师、是益
友。西南医科大学药学院研究生冷若冰
回忆起去年过年期间，他在研究上遇到
了难题，打电话向罗怀容请教。“原以为
老师在休息，但没想到她恰好在看文献，
立马就和我讨论起来。”

“科研工作一刻也不能放下学习，不
然就可能会被超越。”罗怀容说，“老老实
实做人，才能做好实验。”这也是她常常
向学生强调的。

2008年，罗怀容开始担任研究生导
师。14年来，已培养30余名硕博士和博
士后，有的学生已成长为硕士生、博士生
导师，接棒衰老医学的科研教学。

对于所取得的成就，在罗怀容看来，
她只是作了应有的贡献。她把自己比作
一块“砖”，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她
说，“哪里需要我，我就往哪里搬，就到哪
里扎根。”

如今，罗怀容又拥有了新的身份
——党的二十大代表。她说，这既是荣
誉，也是责任。“我将在科研创新上起到
引领作用，继续奋斗在衰老与寿命研究
前沿，为科技领域和科教事业的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姜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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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医科大学药学院教授罗怀容：

研究线虫十余载为老年病治疗作出贡献

从产品基本不合格到合格，她用了3
个月；从手工雪茄卷制学徒工到首席操
作工，她用了7年。四川中烟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长城雪茄烟厂手工车间卷制大
师、李秋月创新工作室领衔人李秋月用
灵巧的双手，创造了一段又一段雪茄传
奇，弘扬工匠精神。

今年，李秋月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9月22日，
李秋月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采访时表示，作为技术从业人员，将深入
群众，尤其是了解技术从业人员的意见
和建议，履行好党代表的职责。

反复练习
参加工作三个月渐入佳境

2005年，李秋月通过招聘考试进入
什邡烟厂雪茄制造部（现长城雪茄厂），
成为一名手工雪茄卷制工。作为新手，
她的主要任务是为迷你小雪茄上茄衣，
这是雪茄卷制工作中最简单的部分。

不会区分烟叶，不知道如何选烟胚，
不能控制手部力度……一天下来，工友
能卷制400余支雪茄，而李秋月只能卷
出100余支。其中，不合格的还有二三
十支。李秋月说：“参加工作前以为自己
做手工还可以，卷雪茄也是手工，做起来
应该不难。但看到我卷制的雪茄基本都
不合格时，真的想过放弃。”

为了提高产品合格率，李秋月虚心向

师父黄炳福学习，同时，利用休息时间大
量练习。没有任何诀窍，只有不停地重复
整套动作，增加对雪茄的熟悉感，提升卷
制技术。三个月之后，她一天可以卷制
1000多支雪茄，几乎没有不合格的产品。

李秋月告诉记者，一直重复同样的
动作是枯燥的，但要提高卷制技术水平，
这是必经之路。

探索创新
开创独特“月派”手法

2006年起，长城雪茄厂开始计划大

规模生产手工雪茄，选拔了包括李秋月
在内的80多人参加技术培训。当时，手
工雪茄卷制技巧还处于摸索阶段，茄芯
比例是多少、最佳摆放位置在哪、烟支松
紧程度是否合适、烟支圆周大小多少恰
当，均依赖于工人的手感。经过为期一
年的培训，李秋月不停地练习、不停地总
结反思，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感知标准。

2008年之前，手工雪茄卷制手法相
对简单，主要是将烟叶一张一张平铺叠
放，像书本纸张那般整齐划一，在卷制过
程中难免会出现越卷越紧的情况，吸阻
率不稳定。“有消费者反映，雪茄就像一
根棍子，简直抽不动。”

在产品吸阻率考核的压力下，李秋
月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手工雪茄卷制的视
频资料，不断地试错总结。经过成百上
千次失败后，她试出了解决方法——把
每片烟叶分别卷成竖状，形成单个通道
后，再将其进行组合。

李秋月说，每个卷制工人的手法各
不相同，具体怎么操作，需要自己在工作
中不断地试，不断地总结。

2013年，在首届海南雪茄文化旅游
节雪茄配方及卷制交流比赛中，李秋月
卷制的“双鱼雷雪茄”作品，获得最佳外
表奖。

从学徒工到首席操作工，李秋月用
了7年。在李秋月创新工作室内，陈列
着各式创新产品，每款手工雪茄由3至5
种不同产区的烟叶搭配卷制而成，产品
前、中、尾三段味道均有不同。

作为女卷制师，李秋月将女性的温

柔细腻融入到卷制雪茄当中，开创了单
叶成束重叠卷制法、旋转填充上茄衣卷
制法，形成了独特的“月派”手法。以流
派的方式，固化了部分中式雪茄的卷制
标准和风格。

创世界之最
卷制出119米手工雪茄

2018年，李秋月和两位师兄接到任
务，卷制一支世界上最长的雪茄以作纪
念。因不愿浪费烟叶做一个单纯的纪念
品，李秋月与师兄们商量后决定，按照可
以品鉴的规格，制作最长手工雪茄。

雪茄长度越长，对卷制工人旋转和
上茄衣的速度要求越高，稍有不慎，整
个烟支可能会粗细不匀，甚至出现变
形、断裂。

李秋月还记得，当时正是下雪天，为
保持烟叶水分，避免出现干裂破碎的情
况，雪茄博物馆内并未开放空调。三个
人穿着轻便的工作服，埋头工作了数日。

经过20余天的研究试验后，他们使
用118公斤烟叶，耗时11天完成了世界
最长雪茄的卷制工作，这支119.18米的
雪茄成为中国雪茄的第一个“世界之最”。

从业17年，李秋月见证了手工卷制雪
茄行业的发展，她深知，仅仅依靠“老带新”
的方法传授手工技艺，是难以高效且规范
地完成新人培训任务的。从手把手传授
法，到编制卷制培训教材，李秋月将自己
的卷制方法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了大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冷宇
记者 王祥龙

人物名片 李秋月

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长
城雪茄烟厂手工车间卷制大师、李秋
月创新工作室领衔人，132传统制茄
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曾荣
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四川省劳动模
范、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80后雪茄卷制大师”李秋月：

非遗传承人用行动诠释工匠精神
二十大代表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