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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先群院士表示，针对临床治疗

中的疑难问题，基础研究聚焦关键问

题、阐明发生机制、提出解决问题的

科学方法，进一步促进临床研究的开

展，两者相互促进，推动医学研究整

体发展，提升治疗水平。

当今世界一流医院均高度重视基

础研究，我国高水平公立医院的高质

量发展，同样必须加强基础和临床研

究，产生原创性的疾病预防和诊断治

疗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和新策略。

范先群院士介绍，基础研究是医

院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近年来，

我国高水平公立医院的基础研究能力

不断增强，少数医院已跃居国际前列。

“开展医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预防和

治疗疾病。只有重视基础研究，才能

服务于临床研究；只有提高科研水平，

才能推动学科发展，提升医疗水平和

质量。”

如何开展好基础研究？范先群院

士表示，构筑高水平科研平台是第一

步。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多

家附属医院广泛布局和推动国家级和

省部级科研创新基地体系建设，发挥

国家级平台作用，为开展基础研究、

临床研究和战略攻关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发挥附属医院特色优势，打造高

水平研究院，并构建了上海市免疫治

疗创新研究院、上海市精准医学研究

院等基础研究平台。

在搭建平台的基础上，范先群院士

强调，应着力培养建设一支专职的基础

科研队伍，打造高水平创新团队。进而，

聚焦临床医学的前沿性、引领性重大科

学问题，深化基础与临床学科交叉，布

局重大科研创新项目。近年来，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在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恶性肿瘤精准治疗、组织器官修复与再

生等领域均布局了多项重大研究。

“基础研究带动临床研究能力提

升，助推医院科研创新取得新突破。

通过研究平台对人才的虹吸作用，加

强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进而推动医

院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范先群

院士进一步阐释了加强基础研究在

促进高水平医院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的

作用，并表示，医院处于创新链、产

业链和应用链的结合点，在医院开展

高水平基础研究有利于打造从疾病机

理、精确干预到新药研发的全链条科

研创新体系。

医师报讯 （融媒

体记者  贾薇薇）“打

造一支与临床专家紧

密结合的基础研究团

队，是促进高水平医

院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中国工程院

院士、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院长范先群强

调，开展基础研究是

高水平医院必须承担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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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基础研究是高水平医院必担之责

基础研究推动临床医学进步

基础研究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开展基础研究三部曲：建平台  聚人才  广布局

为什么要开展基础研究？范先群

院士解释道，当前，国家提出了深入

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夯

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解决‘卡脖

子’问题的首要途径就是科技创新。”

医 学 发 展 是 一 个 祛 魅 化、 实 证

化、技术化、精准化、智慧化的过程。

如今医学正在实现从“以生物医学

科学为主要支撑的医学模式”向“以

医文、医工、医理交叉学科为支撑

的智能医学模式”的转变。而基础

医学正是推动临床医学进步的强大

助力。

范先群院士分享了基础研究在推

动医学发展中发生的“大事件”：

1858 年，《细胞病理学》是现代医

学由器官水平进入细胞水平的里程

碑；1931 年，电子显微镜的发明与

应用，使医学发展逐步深入到了亚细

胞水平；1985 年，在基础研究领域

诞生的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

广泛地应用于临床疾病早期诊断及微

小残留物检测……如今，疾病的基因

治疗、靶向治疗、疫苗研制等推动着

现代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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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中医还是西方现代医学的发

展，对人类健康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西

方现代医学由于运用科学的研究和分析

方法，有着许多宝贵的新发现。

“中医与西医最大的区别就是：中

医重‘辨证’，治‘病的人’；而西医重‘看

病’，治‘人的病’。”刘德培院士介绍，

中医的整体论体现在生命的精种层面、

整体层面和动态层面，中医崇尚朴素的

系统论和“天人合一”哲学思维的复合

医学模式，更多是用经验的积累、类比

推理；中药方剂中多种有效组分对机体、

多系统、多途径、多靶点的综合调节，

以达祛病养生的目的。对比中医，西方

医学将人体视为由组织器官等组合而成，

更倾向于形态、局部医学，直接因果考虑。

中西医结合源远流长。刘德培院士

指出，中西医汇通的指导思想与“中体

西用”思想一脉相承，其主要体现在以

西医的解剖学、生理学等知识印证中医

古典医理、以中医的有关论述印证西医

的有关知识。

任应秋在《中医各家学说》中将其

分为“开始接受西说诸家”“持汇通说

诸家”“改进说与科学化的倡导者”三类，

清代名医王清任则为第一类。

王清任人称“中医解剖第一人”，

刘德培打小就爱看王清任的著作。“《医

林改错》一书让中医学术思想得以进一

步发展，他研究的病因病机相当于现代

医学的病理生理学，活血化瘀治则相当

于现代医学中的心血管内科学，陈可冀

先生也曾多次向我讲述关于王清任先生

的活血化瘀治疗原则及其长远的眼光。”

刘德培院士说道。

钱学森在其著作《论人体科学》中指

出，中医的理论完全是宏观的、整体的理

论，它没有分析，没有深入到人体的结构、

各部位，细胞及以下，所以它的优点是整

体观，缺点也是因为它仅有整体；就整体

论整体。而西医源起和发展于科学技术的

“分析时代”，为了深入研究事物，把事

物分析为其组成部分，一个一个认识，将

本来整体的东西分割了。如果把西方科学

同中医所总结的理论，以及临床实践结合

起来，那将是不得了的。

目前全球老龄化及重大疾病防治形势

愈发严重，预计到 2030 年，中国人中 65

岁以上的总人数将超过 2 亿。刘德培院士

认为，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各种重大疾

病发病率将居高不下，患病人群也会向年

轻化发展，社会及医疗负担进一步加重。

不同疾病的发生发展有着共性一面，

即生命信息流的传递与表象呈现出四层：生

物分子维持不良；细胞功能紊乱；系统性

炎症、代谢、内分泌功能紊乱；生理功能

下降，疾病易感性增高。其中最为重要的

一层是系统性炎症、代谢、内分泌功能紊

乱。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密切联系。

刘德培院士介绍，慢性炎症和代谢紊乱密

切关联，营养过剩会导致慢性炎症的产生，

而慢性炎症会使得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

抗将进一步加重营养过剩，从而进入一

个恶性循环，将会引发多种复杂疾病。

有研究表明，衰老表现为低水平炎症状

态，刘德培院士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

炎症是多种重大疾病发生发展的共性危

险因素。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一定程度

上控制炎症和代谢内分泌紊乱，减少多种

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

“系统医学将开创未来！”刘德培院

士指出，当代科学和医学发展的趋势是：

宏微并举，系统把握；多种组学，连接中西。

要将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综合与分析相结

合、经验与实验相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

合，通过全方位、立体化、多视角研究生

命全过程和疾病全过程，让中西医学双流

汇聚，为建设“健康中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刘德培

中西医学双流汇聚助力健康中国

中医治“病的人”  西医治“人的病”

中西医结合源远流长

系统医学开创未来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张玉辉）

“中医在过去的岁月里，为中

国人的医疗保健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现在仍然发挥着重要

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北

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刘德培在

第八届医学家年会上指出，中医

药在不同时期都有着其突出的特

点，中医药学具有实践性、整体

性、时空观、辨证观、治疗观、

预 防 观 和 方 法

论，为我国文化

自信和理论自信

奠定了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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