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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宋

箐）“医学教育是一个学无止

境的过程。医学知识的传承需

要医学教育，而医学教育的发

展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演进。”

在第九届医学家年会院士论坛

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

范先群院士在《医学教育的发

展与思考》主旨报告中指出，

医学的发展是一部人类与疾病

斗争的斗争史，是人类智慧的

结 晶， 现 代 医 学 教

育 的 发 展 历 程 充

满了探索、突破和

变革。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黄

晶）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慢

性病防控的形势越来越严竣。中

国 3.1 亿高血压、1.25 亿糖尿病、

1.37 亿慢阻肺患者，给国民健

康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第九届

医学家年会院士论坛上，上海交

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内分

泌科贾伟平院士强调，中国慢性

病死亡数占总死亡数的 88.5%，

80% 的医疗费用用于慢性病防

治，医疗费用快速

增长给医保基金的

平稳运行带来巨大

压力。

在文艺复兴早期，现代医学开始专

业化。1810 年，柏林大学的建立开创了

将科学研究纳入大学职能的先河，医学

教育逐渐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医学教

育阶段。

1869 年，艾略特在担任哈佛大学校

长的就职典礼上强调，医学教育应是一

门实践科学。1910 年，弗莱克斯纳提出

“大学的职能是发展科学和培养人才”，

促使医学教育从普通教育转变为精英教

育。他发表的《弗莱克斯纳报告》开启

了一系列医学教育研究，推动了过去 

100 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医学教育改革。

1973 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戴维·麦

克利兰明确提出“胜任力”的概念，对医

学教育理念的创新起到了新的推动作用。

“高等医学教育理念的每一次变革

都为医学教育带来了新的气象。”范先

群院士介绍，近百年来，世界医学教育

经历了四代改革。第一代以科学为基础，

以课程设置为核心；第二代以问题为基

础，以教学创新为突破；第三代以卫生

系统为基础，逐渐演变为整个教育系统

的改革；第四代以健康为基础，强调学

科的交叉融合。

“尽管不同国家的医学教育体系

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医学教育是

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范先群院士

表示，从医学院校教育，到毕业后教育，

再到继续医学教育，三个教育阶段紧

密衔接，构成了连续统一的医学教育

过程。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早期，芬

兰冠心病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特

别高，其中男性的死亡率全球最高。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通过健康教育、

生活行为干预等国家干预策略，芬兰北

卡地区 35~64 岁人群冠心病的发生率在

25 年中下降了约 70%。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采取了多种数字化干预手段。

北卡（North Karelia）慢病干预项

目，借助创新媒体进行有效宣传；建立

疾病危险因素监测指示系统，注重慢性

病病人及高危人群筛查；建立数字化的

健康和福利统计数据库；积极发展基于

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技术，该项目被

誉为心血管疾病干预成功的典范。

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的指导下，上海市制定了慢性病防治中

长期规划，明确推进以健康为中心的全

程健康管理为慢性病防治管理模式转型

的主要发展方向。经过多年探索，推出

了慢病防控的“上海模式”。贾伟平介

院士绍， 2015 年，上海市开展了“以

糖尿病全链条防治推进医防融合管理”

的“健康云平台”建设。

该平台对接上海健康网大数据平

台，以“上海市糖尿病预防与诊治服务

体系建设”为突破口，探索 “医防融合、

全程有序”的慢病综合防治服务平台建

设，开发健康云 App，可进行糖尿病高

危人群评估，接受早发现及并发症筛查

的市民可查阅筛查结果。“上海模式”

成为中国糖尿病综合管理的标杆。

“数字化是慢病防控与健康管理发

展新趋势。”贾伟平院士指出，未来，

健康产业需要依靠“互联网 +”、医疗

健康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构

建健康大数据平台，加强健康管理和慢

病防控管理。

“中医治未病”的思想与慢病防控

中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理念不谋而合，

如何充分利用中医，让中西医结合在慢

病防控中发挥最大作用，也是我们需要

思考与探讨的。

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健康管理同

样需把握最前沿技术的趋势，如基因检

测、智能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与智能

康复、再生医学、中医智能装备及中医

药信息现代化等，都将是未来慢病管理

的助力。

贾伟平院士强调，大健康是一个

复杂系统工程，要从系统科学的角度，

认识健康、疾病及医疗卫生服务的内

在联系。不能得了病才临渴掘井，要

未雨绸缪关口前移，着力夯实社区的

防控基础，不断觉醒全社会的健康意

识，全力推进糖尿病治疗向全程健康

管理转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  范先群院士

医学教育的持续变革与创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贾伟平院士

以数字化赋能慢性病管理

“上海模式”为慢病管理打造标杆

推动全人全程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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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医学教育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 22 所医学院，每年招收 3800 名医

学生，发展到目前的 202 所临床本科医

学院校，每年招收 9 至 10 万名本科临

床医学类学生。”范先群院士介绍，截

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有 11 个本科

专业，涉及 465 所学校，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医学教育体系。

此外，范先群院士还分享了医学

教育的“交医方案”。他介绍，交大

医学院以世界一流医学院为建设目标，

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改革，在培养一

流人才、开展一流研究、建设一流学

科、提供一流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丰硕

成果。

面对医学科技的飞速发展，医学院

主动求变，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最核心、

最紧迫的任务，聚焦主干学科进一步提

升，突出特色，争创一流；将思想政治

教育和医德培养贯穿于医学教育的全过

程、各方面，培养有灵魂的卓越医学创

新人才；按照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

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要求，打造

一支名师名医队伍；加大基础和临床研

究力度，充分利用各类研究平台和附属

医院资源，不断产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研究成果。

中国医学教育历史悠久

高等医学教育理念变革带来新气象

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

辨证法思想，透到中医学中与中医学

的固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相结合，融为

一体，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我国，中医药的医学教育具有悠

久的传统。两晋南北朝时期，官办医学

教育应运而生；隋唐时期，首创医学分

科教育，为后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两宋时期，设立官办医学教育机构，将

我国古代官办医学教育推向了高峰。到

了晚清，中医药教育在西学东渐的影响

下逐渐衰落，西方医学通过多种途径传

入我国。

建设世界一流医学院

贾伟平院士强调要进行“全人全

程健康管理”，即从头到脚、从分子

到器官、从心理到环境的“全人”健

康管理，从生到死的“全程”健康管理。

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

之“吃动平衡行动”，提出“三减三健” 

为重点的专项行动。

三减即：减盐、减油、减糖，倡

导公众口味清淡，控制盐油糖，提出“每

日盐不过 5 克”“控制烹调油用量（每

日 25 克）”“食品饮料要少糖（每日

50 克）”。

三健即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

康骨骼，提出“早晚两次、正确刷

牙”“测体重、算指数、量腰围”“强

健骨骼、爱护关节”，鼓励民众时时

关注自己的健康，成为自己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

多方借力  共助慢性病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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