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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第九届医学家年会在京

召开。在院士论坛环节，中国抗癌

协会理事长樊代明院士就“什么是

医学家”分享了他的观点。他认为，

医生的成长一般经过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跟着老师和书本学习，术

业兼修，治病救人，是医务人员；

第二阶段，在临床中发现问题并加

以研究，研学并进，独树一帜，成

医学人才；第三阶段，广纳博收形

成体系，从而著书立说，传经布道，

成医界人物。人人都向往着这个目

标， 向 目 标 努 力 的

过 程 不 仅 促 进 个 人

成长，也会促进医学

发展。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荆冰）

医学走到今天，依然有很多疾病

尤其是慢病，用现有的医疗手段

解决不了，怎么办？科学界要变

革要反思。在第九届医学家年会

上，河北医科大学法医学院院长

丛斌院士在《变革生命科学研究

范式，构建全息数字人体模型》

报告中指出，生命科学与信息科

学技术的深度融合推动了研究范

式的转变，这从根本上促进了生

命科学研究的进步。而构建全息

人体数字模型则成

为研究生命科学领

域的科学创新路径。

樊代明院士指出，最近一二百年，

国内外少见希波克拉底、李时珍、华

佗这样能被人类长期记住的医学大家，

可能原因之一是现代的医生站位不如

以前的高，现代医学专业过度分化，

专科过度细划，研究者多局限于分子

原子等微观研究，脱离了整体。所以，

医学需要整合和转向。分化是医学发

展的力量，但整合是医学发展的方向。

医学是为人服务的，人体当然具有

物性，要靠科学技术来研究，对分子

层面微观的研究才能探究出人体的物

性，挖掘到疾病的某些治疗方式；但

人体更重要的是具有人性，是有思维、

随时可变、个体化的人体。医学从开始

都是从以人性理解疾病的治疗，所以

特鲁多说“医生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安

慰，总是去帮助”。随着时间的变化，

医学对人类物性方面的疾病有了手段，

并无限放大，到最后只注重人的物性，

而忽略了人的人性，这是非常片面的。

以前的医学大家常常是能将保护人性

和治疗物性相整合，关注的是健康层

面，创造的成绩和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事

实的考验。所以人们能记得他们，医学

家就应该是这样的人。

丛斌院士介绍，科学研究范式的概

念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由美国哲学科学

家托马斯·库恩提出。今天科学界认为科

学研究范式就是“科学工作者赖以维持运

转的学理基础和实践规范”。从古希腊时

期到今天，人类已经经过 4 个科学研究

范式的转变，即 : 基于实验或经验归纳总

结研究范式；以理论为基础的科学研究范

式；计算机仿真科学研究范式以及数据密

集型的科学研究范式。就生命科学研究而

言，这 4 个范式都要采纳。

在生命科学，尤其是医学领域，至

今离不开具体的生物学实验来获取一些

直接的结果和数据，这是第一科学研究

范式；相对而言，以理论为基础的第二

研究范式还应用较少；计算机模拟仿真

第三范式方面，现在通常还只能做到一

些复杂药物的合成或者在药物研发方面

模拟仿真一些化学反应过程；第四研究

范式是数据密集驱动的研究范式，多半

用在医学基础研方面，在临床应用上还

只是借助一些学习型 AI。

以往在还原论的指导下，人们试图

通过认识单个基因或蛋白质的结构与功

能来阐明个体的生理或病理活动，认为

对复杂生命系统的理解可以通过将其拆

解为组成的零部件并逐个拿出来进行研

究来实现。事实并非如此，还原论指导

下的“一药一靶”线性模式在抗击肿瘤、

代谢性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慢性病

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必须寻找

新的思路从整体研究策略上改变这种单

纯的“碎片化”研究模式。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原

来简单的还原论为主的研究发展方式实

现三个转变：第一，从简单的分子生物

学思维模式转变到复杂的系统生物医学

模式；第二，从基于统计学的循证医学

转变到关注个体分子特征的精准医学；

第三，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到以健康为

中心的健康医学。同时需要深刻理解“全

健康”理念和内涵，它不仅包括人类的

健康，而且还包含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

境的健康和自然环境当中其他动物物种

的健康，只有这三者都健康，才能真正

实现人的健康。

从破解生命活动本质的视角岀发，

有必要建立新的科学范式研究生命科学

领域的三大基本科学问题，即解析细胞

内空间结构、揭示细胞内结构间的网络

化系统互作表征、探索细胞内结构间系

统互作的网络化动态时空演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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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的研究生们在《细胞》

（《Cell》）杂志发了一篇论文，他们很

高兴，但我高兴不起来。细胞层面的发现，

能对整体健康起作用吗？”樊代明院士

表示，从宏观到微观的降维研究重要，

但最后要升维到整体，再到有生命的人

体，升维就是整合思维。把不同层次降

维思维的微观研究结果，再升维回到宏

观的层次去分析和把握，形成一次次闭

环研究，才更能推动医学发展。

医学要应对未来的挑战，就需要将

对人性的研究和对物性的研究相整合，

成为整合医学。14 年前，我国首先创

新提出的整合医学，目前已得到了国内

和国际业界的认可，并成立了数十个国

家参加的世界整合医学协会。克罗地亚

原副总理 Ante Somonic 在为樊代明颁

发世界整合医学协会终身名誉会长证书

时曾表示，医学遇到的问题是西医学解

决不了、解决不全的，需要其他医学的

参与，要重拾以前丢掉的，如中医。但

单独推行中医是不够的，最好是整合医

学，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为人类

健康服务。

2023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到

2035 年，要形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相适应，体系完整、分工明确、功

能互补、连续协同、运行高效、富有韧

性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深信未

来中国可以培养出更多不仅懂微观技术，

更懂整合思维、特别是应用整合医学理

念和方法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医学家。

践行整合医学理念更可能成为医学家

丛斌认为，对人体全息生命系统网络

解析的科学研究，能从细胞水平揭示生命活

动全景，探索重要器官的生命活动网络机制，

精细解析大脑调控机体稳态平衡机制，例如

中枢神经系统与外周多脏器相互调控的神经

网络，以及构建全息人体数字模型。

何为全息人体数字模型？丛斌认为，

是利用数字孪生、计算机模拟等技术重

建人体微观、中观和宏观网络化动态生

命信息数据，实时呈现人类生命系统活

动的生理和病理过程的数学模型。它包

括不同聚集状态细胞内生物分子的动态

网络，特定器官的细胞间动态网络，以

及器官之间的动态网络，如大脑与外周

器官之间的网络或外周器官之间的网络。

全息人体数字模型以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 IoT）的运行模式进行工作，

具有自组织、自动化和自耦联的特点。

丛斌院士表示，构建全息数字人体

动态仿真模型是全球性的重大战略研究

计划。该计划借鉴了中医本体论和整体

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通过解析生命物

质演变的四维空间运行规律，建立信息

科学、脑科学、物理学、现代医学、生

命科学和中医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平台，

实现对数字生命、全息人体、生命活动

本质的全面系统刻画。这一全球性重大

研究计划将促进医学、生命科学、信息

科学、化学、物理学和数学的深度融合，

进而促进相关学科领域科学技术的全面

进步，同时可将阶段性科研成果不断转

化为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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