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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科学发现常常靠“运气”
▲ 本报记者  陈惠

2015 年 5 月 8 日，

5 位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

主、16 位 中 美 院 士、30

多位知名医院院长相聚在

2015 诺贝尔奖获得者医

学峰会。

我国 9 位中青年医学

研究工作者荣获基础医

学、临床医学、转化医学、

中医药学 4 个领域的首届

诺奖之星。

峰 会 发 起 人，2009

年诺奖生理医学奖得主杰

克·绍斯塔克谈道，诺奖

峰会创立的目的在于给中

国青年学者提供平台，让

他们感受诺贝尔奖的精

神。实际上，要想找到治

愈癌症的方法我们需要全

球的努力，如果单靠顶级

科学家单枪匹马是难以完

成任务的，我们需要中国

所有科学界和世界科学界

同仁共同努力，共同进行

创新。

与会嘉宾围绕中医药

国际化格局建设的重要性

与必要性、中国圆梦诺奖

的前景与希冀等话题，分

别举行了“中西医优势互

补与融合发展”“中国诺

奖之路”“肿瘤研究的前

沿与方向”“生命的意义”

分论坛。针对关键学科、

前沿领域，就中西医共融

发展、肿瘤研究的前沿与

发展等主题，分享全球顶

尖科研成果、理念，与会

者在享受医学科学饕餮盛

宴的同时，更面对面地感

受到了来自世界医学科学

制高点的巨大能量。

2015 年 10 月 5 日，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

斯德哥尔摩宣布，中

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和

一名日本科学家及一

名爱尔兰科学家分享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屠呦呦由

此成为迄今为止第一

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项的本土中国科学家、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

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

家，由此实现了中国

人在自然科学领域诺

贝尔奖零的突破。

事实上，这并不是

中国医学科学家第一次

接触诺贝尔奖。从 2014

年开始，诺贝尔奖获得

者医学峰会在中国已经

成功举办了两届。先后

有10位诺贝尔奖得主、

30 位中美院士、100 多

位国内知名医学专家与

国内 2000 余名医生、

学者交流。

2016 年 9 月，

借助诺贝尔奖获得者

医 学 峰 会 的 契 机，

又将有 6 位诺贝尔奖

得主来到中国。大会

主 席、1993 年 诺 奖

得主理查德·罗伯茨

将 本 次 峰 会 世 界 青

年 创 新 论 坛 的 主 题

定 为“Serendipity in 

Science”（ 科 学 发 现

的机缘）。 

新发现常常出人意料

我们需要与世界顶尖科学家面对面交流

为研究者创造宽松的科研环境

“很多时候，当我们

将一些新技术应用到一些

尚未解决的问题上时，一

些新的视角和新的发现就

会产生。”“而每一次有

重大发现的时候，并不是

事先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

值得去付出，而是科学家

们自己想做一些与众不同

的事，坚持自己，然后很

偶然地，就发现了一个出

人意料的自然现象。”罗

伯茨说。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游

伟程教授是 2015 第二届诺

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评

选出来的“诺奖之星”，

他对“机缘”同样有着类似

的看法，“那些看似偶然

的发现实际上有其必然性，

正是因为科学家持之以恒

地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

即使失败也没有轻易放弃，

反而是不断思考，才有了

成功的必然性。机会都是

留给有所准备的人。”

科学中，失败或许是

件好事情，往往暗示着一

个正等待被创造的新发现。

罗伯茨说。

罗伯茨来过中国很多

次，认为中国在科研上的

投入越来越多，但是这些

投入并没有以最好的方式

使用。“科研资金的管理

者和政策决策者要知道，科

研成果的产出常常是靠运

气。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

是找到最好的科研人员，

给他们资金，让他们自己

决定做什么，而不是给予

各种限制，规定必须做什

么研究，最终要转化成某

个产品，这是极大的错误。”

罗伯茨说，永远别想凭指

令获得大的科学发现。

事实上，随着科研资

金的投入，中国实验室硬件

条件与国外相比并无差距，

但中国大部分科研仍在跟

着国外走，在游伟程看来，

科研工作者的素质和水平

更重要。“是否善于发现

新问题，所做的研究是否

领先，能否带动学科发展，

是否具备学术价值，这些

都是决定科研能否产出的

重要因素。”游伟程认为，

国内科研环境并不如国外

宽松，一名科研工作者在

做研究的同时，还要应对

各种上级机构的检查，科

研成果缺乏统一客观的评

价标准，再加上浮躁的社

会环境，这些都使得科研

人员无法静下心来做研究。

作 为“ 诺 奖 之 星”，

游伟程于 2015 年到美国范

德堡大学流行病学中心访

问，通过交流学习，他最

大的感受是，在美国想要

获得研究经费，必须发现

重要科学问题、前沿课题，

通过公平竞争和评审机制

获得经费。在研究中严格

按照设计要求实施，开展

学术性讨论，充分发挥多

学科合作优势。

据游伟程介绍，该流

行病学中心具有系统性、

独立性和前瞻性特点，包

括从人群暴露危险因素的

收集建立相关联系，到收

集人群生物标本进行基因、

表观遗传研究发现生物标

志物，再到疾病发生过程

中生物学事件与环境因素

的关联和交互作用的全部

内容。利于全面完整揭示

疾病的特征，为制定预防

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他

感慨：相比之下，我们仍

存在差距。

“我们需要与世界顶

尖科学家进行面对面的交

流。”游伟程说，“诺奖之星”

活动的最大意义在于让国

内科研人员开阔眼界，只

要努力，“诺奖”并不遥远。

与会专家合影2015 年第二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开幕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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