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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有意义的研究
医师报讯 （融媒体

记者 蔡增蕊）科研是推

动临床医学进步的重要

引擎。科研不仅为临床

医生提供科学依据，提

高诊疗水平，还推动了

药物与技术创新，使患

者的获益不断提高。然

而，如果科研工作过于

理论化、失于泛泛而谈，

可能导致难以实现转化，

缺乏临床价值。做科研

创新要做有意义的研究。

日前，在第四届“中

青年呼吸学者精英榜”“基

层中青年呼吸医生精英

榜”推选宣传活动总结会

上，上海市肺科医院梁硕

教授、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张艳教授、广东省中

医院陈远彬教授、深圳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黄斌

教授，围绕“做有意义

的临床研究”等主题展

开交流，探讨如何在临

床实践中发现科研问题，

通过科研提出解决方案，

再将科研成果反哺临床

实践的思路与具体方法，

助推科研创新与临床诊

疗协同发展。

有意义的研究具有巨

大的临床价值。“研究成

果为临床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许多指南和共识的推荐

都来自于临床研究结果。”

梁硕表示，在药物研发与

上市环节，新药是否能用

于临床实践治疗患者，需

要经过严格的临床研究，

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研究问题来源于临床

实践。临床医生在日常工作

中应善于发现问题，如在

门诊、查房中，应始终抱

着发现问题的态度，并以

这些问题为基础设计临床

研究。对于研究设计，应

秉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力

求每个环节都体现科学性，

并且在执行中可以寻求多

学科协作，借助统计学科

等其他学科的支持，提高研

究整体质量。“无论最后

得到的是阴性结果还是阳

性结果，都可以写成文章，

促进临床指南和共识的更

新，对于一些新技术，还

可以申请发明专利。”他

强调，做科研的最终目的

是将成果应用于临床实践，

实现科研价值的真正转化。

对于研究者来说，研

究成果改变临床实践带来

的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梁硕感叹：“看到自己的

研究开花结果，能够服务

于临床诊疗，那种喜悦无

可替代，这也是我坚持科

研的动力所在。”

“医学知识更新迅速，

一 天 不 学 习 可 能 就 会 落

后。”黄斌指出，临床医

生工作十分繁忙，要在有

限的时间内开展科研工作，

应该有策略地吸收和运用

信息，有一条捷径就是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即

通过借鉴前人和专家的科

研工作，寻找自己科研创

新的突破口。

黄斌介绍：“在睡眠

呼 吸 暂 停 综 合 征 的 研 究

中，我们从其他专家的诊

疗实践获得启发，不仅使

用无创呼吸机，还结合下

颌前移手术等创新方法，

与 其 他 医 疗 机 构 合 作 开

展研究。”此外，参与学

术 会 议 是 与 专 家 面 对 面

交流的好机会，可以学习

他们如何提出问题、设计

研究，学习他们的科研思

路，从而缩短自己的成长

曲线，巧妙地开展自己的

科研工作。

多中心研究是未来发

展的趋势。单中心研究的

结论可能有一定局限性，

而 多 中 心 合 作 能 提 供 更

广 泛 的 数 据 支 撑， 更 具

有 说 服 力。 尤 其 是 我 国

地 域 广 阔， 医 疗 资 源 分

布 不 均 衡， 基 层 医 疗 服

务既是社会责任的体现，

也 提 供 了 开 展 多 中 心 研

究的机会。黄斌指出：“当

我们走近基层时，可能发

现 有 些 疾 病 在 城 市 比 较

少见，但在边远地区发病

率较高，这都是值得深入

探索的领域。”

“在我们治疗的患

者中，大概有 1/3 患者

可以治愈，1/3 可以缓

解症状，对于剩下的1/3

几乎束手无措，对于患

者我们还有太多的工作

要做。”通过科研能持

续优化诊疗方案，提

高患者获益。在开展

科研工作的过程中，

临床医生会遇到各种

挑战，其中研究设计

和质控是关键问题。

宋元林指出，“同样

的研究，能否发到好

的杂志，除了研究问

题本身，还取决于研

究的质控和研究设计，

好的设计和质控容易

得到杂志的信任，也

更容易发表。”

日 常 工 作 是 科 研

方向的来源。临床医

生在查房和治疗中会

遇到很多难题，现有

的药物和治疗手段往

往不能完全满足实际

需求。有的诊疗指南

只能提供原则，但具

体治疗措施需要医生

在实践中摸索和验证。

“我们应主动发现和提

出问题，通过研究去

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

路 径。” 对 此， 宋 元

林分享了一个启发科

研思路的小技巧——

指南空白即研究方向。

他解释，诊疗指南中

未明确规定的部分，

恰恰是可以进行创新

研究的领域，临床医

生可以结合自身的诊

疗实践，通过研究证

明其方案的效果，无

论得到哪种结果都是

非常有价值的。

个人在申请研究项

目时可能面临困难，尤

其是年轻医生。对此，

宋元林建议与导师或科

研团队沟通，争取科室

资源支持，以推动有价

值的研究想法。临床研

究不仅是探索医学前沿

的方式，也是医生解决

诊疗困境的有效途径，

应通过整合资源、团队

协作和创新思维，推动

科研创新在临床上实现

突破。

有价值的医学研究必

须平衡科学价值与临床价

值。张艳指出：“科学研

究不仅仅是写论文，更重

要的是解答具体的临床难

题。”科研思维应从临床

工作中培养。在日常工作

中，临床医生应该认真、

细致地观察，与患者及其

家属多沟通交流，从中能

发现许多值得深入探索的

科研问题。

科研应具有创新性，

这种创新并非一定要颠覆

已有理论，也可以在前人

的基础上发现新的研究方

向。对于具体的研究方法，

她建议临床医生广泛阅读

国内外医学文献，跟导师

和学科带头人深入交流，

及时获得行业最新进展。

她指出：“创新研究往往

需要较长时间，医生必须

有耐心和毅力，研究自己

感兴趣的领域，更容易克

服困难，长期坚持下去。”

如今，单靠个人的力

量很难完成高质量研究，

需 要 积 极 开 展 跨 学 科 合

作， 譬 如， 与 信 息 技 术

专家合作使用人工智能技

术分析患者数据等，可以

显著提高研究的效率和质

量。多学科协作能扩大研

究范围，不仅有助于积累

更丰富的证据，还能在思

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完善

研究，提高研究的可行性

与临床价值。

科研与临床实践是深

度结合、相互协同、共同

发展的关系。陈远彬指出，

科研思维来源于临床，科

研成果应用于临床、服务

于患者，这是做科研的目

的和初衷，中医尤其如此，

更加注重科研转化。

他强调，中医是相对

复杂的科学体系，诊疗强

调个体化辨证论治，注重

辨病跟辨证的结合。这要

求中医在研究设计上既要

符合学科特点，也要具有

创新性。

目前，中医科研面临

的挑战在于构建符合中医

特色的循证医学体系。他

提出，“我们应从传统的

研究思维中跳出来，采用

多维度评估的方式，综合

优势人群、症状改善、生

活质量等多种因素，设计

符 合 中 医 特 色 的 临 床 研

究，用循证医学证据把中

医 防 病 治 病 的 原 理 讲 清

楚，使中医疗效得到充分

验证。”

创建中医临床研究底

层支撑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体系，是促使中医在传承

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

一条重要途径。陈远彬指

出，中医临床科研的可持

续发展，可以深度结合如

人工智能信息采集与辨识、

多元数据融合等技术方法，

通过中医特色的循证医学

评价，形成中医药创新科

技成果并加速转化，为患

者提供更加高效、个性化

的医疗服务，从而充分发

挥中医的独特优势，促进

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的深

度融合。

梁硕  科研的最终目的是临床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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