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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美国发布《前进之路》报告，报告指出，美国的全球竞争力从根本上来源于研究生教育体系，由此可见教育的重要意义。”8 月 1 日，

第二届协和医学创新论坛、博士论坛暨第一届北京协和医院暑期创新夏令营开幕式上，国家教育部学位办黄宝印司长表示，医学生作为未来医学的主力，

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应培养创新意识。

创新已成为时代最强音，然而如何培养创新意识、把握创新时机、将创新理念付诸实践都是医学生、乃至广大医生关心的问题。

此次论坛邀请了众多医疗行业内的专家，为医学生提供了一次与大师面对面的机会。据了解，北京协和医院将致力于将论坛打造成行业品牌。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都有各自的疾病谱，从

我国来看，我国疾病谱既

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

家的特点，也就是说目前

我国医学健康的挑战是双

重的。2000 年，联合国发

布千年发展目标，其中，

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

妇健康、与艾滋病等其他

疾病作斗争等三方面都与

医者所从事的健康事业直

接相关。

在去年全年卫生论坛

上，许多专家就提出健康

梦应该包含在中国梦之中。

但目前我国疾病防治形势

正面临极大挑战，其中包

括环境破坏、资源消耗、

人口老龄化、重大疾病发

病率居高不下、疾病年轻

化趋势等。我曾经见过一

名 16 岁的肺癌患者，如此

的低龄化在过去是不可想

象的。不仅如此，传统的

传染病依然存在，而新发

的传染病却也频发。除了

过去因经济落后造成的传

染病如肺结核外，全球化

的发展让新发疾病增多，

如 SARAS、H7N9 病毒等。

而疾病诊断治疗应用不规

范，标准程度不够，食品

药品器械的规范性也存在

一定问题。

重大疾病是造成我国

人力资源和经济损失的主

要原因，根据 2013 年统计

数据表明，肿瘤新发病例

超过 300 万，死亡超过 200

万。高血压患者已经达到2.7

亿，乙肝 8000 多万，结核

病也超过了 500 万，成为

仅次于印度的结核病大国。

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不适

用于当下环境，老路走不

通，新路在哪里？实施创

新驱动已成为必然趋势。

而在医学领域，科技

的支持在其发展中举足轻

重。历史的经验和实践表

明，任何一种传染病和慢

病诊疗几乎都有赖于医学

创新的发展，任何一项

临床上诊疗的新方案、

新仪器、新药都是科技

发展的结果。而这种创

新不仅体现在临床上，

更体现在医学教育和医

院管理上。在我国中长期

发展规划中，人口和健康

科技发展战略中包括关口

前移，注重预防和调整；重

心下移，把工作重点转到农

村和社区。医学生在成长中

很容易有认识上的误区：能

把重症患者治好就等于成

为了一名优秀的医生，其实

做好关口前移和重心下移

同样在彰显价值。

此外，目前国内医院

也面临着包括医疗资源分

配结构不合理，缺乏互动

机制；政府投入不足；众

多医院采取扩大规模抢占

医疗市场；大医院医疗任

务过重，不堪重负；部分

治疗方案的疗效接近天花

板等挑战。未来医院发展

的着眼点在哪里，未来医

疗市场的的增长点又在哪

里，业已成为如今医院管

理者不断思考的问题。事

实上，世界上一流的医院

全部都是研究型医院，如

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医院、

美国麻省总医院、美国梅

奥医学中心等，因此，创

建以转化医学为特色的研

究型医院是可持续发展的

成功模式，是提高医院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

是建设国际一流医院的必

由之路。

我也是从医学生过来

的，在医学事业奋斗几十

年后，引用吴昊先生的三

句话赠与大家：永恒的追

求；有志者事竟成；狗在

哮，骆驼队在前进。

众所周知，在临床医学中，

科研占据相当一部分内容，

作为医学生，尤其在本科阶

段，做研究对个人未来的

发展极为重要，目前在我

的实验室里，已经有许多

本科生甚至高中生在做相

关医学研究，并且做出了

一定成绩。事实上，在美国，

本科生的教育竞争很激烈，

如果没有很好的科研和社会

实践，就无法在毕业后脱颖

而出。

不少美国医学生从大学一

年级开始就参与到小规模的科

研上，这个阶段的医学生毕竟

没有经验，但又要培养一定的

独立性和早期的系统性思维，

从规模上进行规定就很重要。

科研还能使医学生对伦理方

面，尤其在科研的完整性、患

者或动物的保护方面有更深的

认识，全面培训数据分析、图

表制作、统计、计划性能力，

有助于培养医学生对科研的执

着。此外，现代临床已经发展

到以证据、事实等客观事实为

基础，因此做科研一定要阅读

大量资料，了解医学领域中前

人所打的基础，无论未来成为

科研工作者或临床工作者都很

有益处。

科研是需要一生实践的工

程。但如果在学生期间没能打

好基础，之后很难有补救的机

会，因此科研不能断档和放松。

美国顶尖的医学院都是科研型

的医学院，让医学生得以在浓

厚的科研环境中成长，现代社

会在发展，我国的医学生应该

跟随时代潮流，尽早进入科研

领域。

2012 年联合国发布《大数

据与人类发展：挑战与机遇》

的专题报告提出：“这是个历

史性的机遇，人们如今可以使

用极为丰富的数据资源，来对

社会进行前所未有的事实分析，

更好地享受社会和经济资源。”

而其中，以大数据为导向

的人群队列研究成为热点，它

在研究设计上拥有独特优势：

先因后果的时间顺序明确，证

据强度更高；可同时研究多种

暴露和多种结局，研究效率高；

可有效控制多种偏倚，结果真

实性更高；研究有害暴露属于

自然暴露，伦理问题小；结果

外推性好。而其中完美体现人

群队列研究优势的经典案例当

属 Framingham 心脏研究，共经

过 4 代人、60 余年的努力，确

定了心脏病、脑卒中和其他一

些循环系统疾病的主要危险因

素，还开启了危险因素流行病

学研究，为各种疾病的防治指

南提供了科学依据。

而 我 国 也 在 几 年 前 开 展

了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项目

(CKB)，属于世界范围内为数

不多的大型人群队列研究，使

我国建立了世界上样本量最大

的 50 万成年人健康基础数据库

和血液样品库，为转型期社会

人群健康状况的发展和变化、

疾病谱的改变及影响因素提供

了宝贵的人群现场；为我国和

世界范围内人群主要慢性病病

因 和 危

险 因 素

研 究 提

供 了 科

学 价 值

巨大的基

础人群。

随 着

高 通 量 测

序 的 技 术

发展和逐步应用，大规模的基

因组数据的分析和管理正在成

为推动生命科学创新的源泉。

生命科学的快速进步，以及生

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使

得大数据贯穿从基础研究到药

物开发到临床诊疗到健康管理

的所有环节。

医者的科技时代到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詹启敏

大数据人群队列研究成热点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书记  李立明

创新是医者的永恒追求
科研不能断档和放松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孙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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