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医疗依托于现代人文医学模式，以全面恢复病患精神、心理和生理的完

整性为宗旨；传统经验医疗则依赖于过去的生物医疗模式，注重针对疾病本身的处

理，常忽略心理和社会因素在疾病防治和康复中的重要作用。

★精准医疗实践的特征是高度确定性、预见性和可控性。确定性是精准医疗寻

求最佳临床实践的基石。在医疗实践中，确定的疾病诊断、病情评估、治疗方法与

干预时机必然导致确定的诊疗结果。在现代医学进步及高新科技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组学检测系统、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技术等各种先进科技与传统医学的整合应用和集

成创新，都在显著提高疾病预测、防控、诊断和治疗等医疗实践过程的确定性。基

于确定性原则，若能整体把握临床实践中相关的因果关系，精确控制干预过程，就

能够获得可预见的治疗结果。精准医疗可通过高度可控的干预过程来实现预定的诊

疗计划以获得预期的结局。与精准医疗不同，在传统经验医疗的临床实践中充斥着

不确定性，这是诊疗过程难以控制和干预结果难以预见的原因。

★精准医疗实践是基于最佳证据和法则的循证决策，而传统医疗则有赖于以个

人经验为主导的经验性决策。

★精准医疗的策略是以实现病患最佳康复为终极目标，寻求在有效控制病变与

减免医源性损害的相互制衡中，对医疗实践进行全流程、全要素、全局性的系统优

化。而传统医疗存在片面强调单要素优化和碎片化技术改良的倾向，难以顾全以病

患最佳康复为目标的诊疗过程的系统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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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学  实现最佳健康效益抓手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董家鸿

现代科技和医学进步已经开启了“精准医学”时代。精准医学理念和范式正在给人

类健康带来革命性改变。在适逢医改攻坚期的中国，构建适合国情的精准医学体系、全

面推行精准医疗实践及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获得个体和社会最佳健康效益，对实

现我国医疗改革目标、打造“健康中国”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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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学是科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体系

医学是一门随着人类

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而不

断进化的科学和艺术，在

人类历史演进中不断被赋

予新的内涵。从农耕时代

的直觉医学、工业化时代

的经验医学，到当今信息

化时代的精准医学，在每

个历史阶段都为医学烙上

了 显 著 的 时 代 特 征。18

世纪以来，随着解剖学、

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

学等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

的渗透和融合，医疗服务

逐步走向以科学理论和技

术为基础的临床实践。但

在经验医学时代，传统医

疗仍然是以经验为主导的

临床实践，经验的局限性

和不确定性往往难以确保

安全和有效的医疗，而且

常因无效医疗和过度医疗

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精

准医学是契合现代科技发

展和社会健康需求的科学

的医学理论和实践体系，

现代科技赋予其支撑最佳

医疗实践的高度确定性、

预见性和可控性。这一新

医学体系通过集成应用先

进科技手段和传统医学方

法，科学地认识人体机能

和疾病本质，系统优化人

类疾病防治和健康促进的

原 理 和 实 践， 实 现 以 安

全、有效、经济的健康医

疗服务获得个体和社会最

大 化 健 康 效 益 的 终 极 目

标。精准医学的实践范畴

涵盖健康的评估、维护、

恢复和增强四个层面，涉

及个体和群体、生态和环

境、社会和政治等众多复

杂因素。

精准医疗是在精准医

学理论和实践体系支撑下

恢复病患健康的最佳临床

实践，它追求准确选择和

精确应用适宜诊疗方法，

以最小化医源性损害、最

低化医疗耗费，获得病患

的最佳康复。精准医疗这

一科学的医疗理念和范式，

涵盖了疾病诊断、病情评

估、临床决策、治疗干预

和功能康复等医疗服务全

过程。

精准医学的科学内涵需要正确解读

精准医学是集成应用

现代科技手段对传统医学

体系进行革旧鼎新，而传

统医学精髓仍然是精准医

学的根基。倡导精准医学

并非对传统医学的全盘否

定。尽管精准医学旨在克

服传统经验医学的不确定

性，但精准医学时代医师

的经验判断仍不能被先进

科技所完全取代。

精 准 医 学 不 是 所 谓

“转化医学的升级版” 转

化医学是将生物医学基础

研究成果有效转化为可在

精准医疗实践中应用的理

论、技术和方法的途径，

显然不能等同于精准医学

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从 精 准 医 学 的 实 践

层面来看，精准医疗并不

等价于高新技术的临床应

用，它强调针对确定的患

者和病情精确选择和应用

适宜诊疗方法，避免盲目

应用或滥用高新技术手段

带来的额外医源性损害和

医疗资源浪费。基因组学

技术是精准医疗中众多重

要技术元件之一，但并不

是实现精准医疗的充分必

要条件。基因组学技术运

用组学数据在生物大分子

层次反映疾病特征，对部

分疾病的精准治疗是有重

要价值的。但由于患者表

型源于先天基因和后天环

境的交互动态作用影响，

单一发现传统方法不能发

现的致病因子或肿瘤标记

物等基因组学信息很难揭

示多因素致病机制及疾病

动态变化的特征，也不能

决定疾病的整体生物学表

型及其对某一治疗方法的

反应性。基因组信息需同

表观遗传学、代谢组学、

临床表型（症状、体征、

生化、影像和病理学特征）

进行高效整合形成个体完

整的生物学数据集，才能

满足疾病异质性的实证分

析需求，从而为精准诊疗

提供依据。

精准医疗也不能简单

地等同于个体化医疗  精

准医疗是标准化与个体化

相统一的医疗模式。个体

化医疗强调每个患者都需

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地制

订独一无二的诊疗方案。

精准医疗一方面是通过甄

别同种疾病中具有不同特

质的疾病亚型，给予已知

的、标准化的、被证明有

效的干预治疗，并非同一

疾病的不同患者都需要独

一无二的治疗方法；另一

方面，针对特定的个体患

者，在疾病分型论治的基

础 上 结 合 患 者 独 有 的 生

理、病理、心理和社会特

征，量身定制兼顾疾病共

通性和患者异质性的“大

同小异”的诊疗方案。

精 准 医 学 这 一 科 学

的医学范式根植于传统医

学，整合了基因组医学、

靶向治疗、循证医疗、基

于数据的医疗、整合式医

疗、“4P”医学模式等诸

多先进医学元素，形成引

领当前最佳临床实践的知

识和技术体系。

当前，我国适逢医疗

改革的攻坚阶段，新医改

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

色的医疗卫生体制，完善

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

为民众提供安全、有效、

方便、廉价的医疗卫生服

务。将精准医学设立为国

家重大科技专项，以举国

之力发展精准医学，有助

于多快好省地重塑我国现

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

面提升健康医疗服务的品

质和效力，并由此带动整

个健康医疗产业的快速发

展。对实现我国医疗改革

目标、打造“健康中国”

并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

我国精准医学研究应

以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的

需求为导向，以降低恶性

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传

染病等危害国人健康的重

大疾病的发病率、病死率

和医疗耗费为目标进行顶

层设计，聚焦重大共性技

术的研究和开发，紧密整

合基础研究、临床研究、

转化科学研究，构建产学

研一体化的跨领域创新联

盟，促进健康事业全面调

整升级。

精准医学将助力
“健康中国”计划

精准医疗与经验医疗的四大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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