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提出了健

康中国的建设和目

标，提出没有全民健

康就没有全民小康，

我们面临着疾病的预

防、诊断、治疗、预

后、康复、衰老等一

系列问题。当前我们

谈“大健康”已经不

仅仅是关注是否去医

院，还关注出生到死

亡，涉及生命科学的

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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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学不是“时髦的标签”
▲ 本报记者  张艳萍  陈惠

作 为 医 学 的 发 展 前

沿，精准医学引起世界各

国 的 高 度 重 视， 中 国 也

将精准医学提高到战略层

面。“2016 第 三 届 诺 贝

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中

美院士论坛”特邀五位诺

贝尔奖获得者和二十余位

中外院士及国内外权威专

家齐聚成都，围绕精准医

学的重要学科展开演讲及

讨论。

中方大会主席詹启敏

院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明确表示，“精准医学

不是个时髦的标签”。

詹启敏认为，精准医

学有其发展内涵、发展需

求，而我国也有自己的目

标和工作模式，无论是国

内专家还是相关机构，在

谈论“精准医学”之前均

应有所了解和思考。“我

们要崇尚科学、关注前沿，

但不要把它当成光鲜亮丽

的帽子。” 

精准医学是医学发展

的 前 沿， 是 历 史 机 遇，

对 国 家 发 展 有 着 特 别 重

要 的 战 略 意 义。 詹 启 敏

从 以 下 五 个 方 面 进 行 了

解读：

科学发现需要好运气  更需要好功夫
▲ 本报记者  陈惠  牛艳红

科学发现中真

的有“运气”成分

吗？什么是科学发

现的“机缘”，或

者说“运气”？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解

释。2016 年 第 三

届诺贝尔奖获得者

医学峰会大会主席

理查德·罗伯茨将

“科学发现的机缘”

作为本次大会主题

之一，灵感来源于

他曾经读过的一本

书——丹尼尔·卡

内曼所著的《思考，

快与慢》。

本期我们采访

到 了 2002 年 诺 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 国 普 林 斯 顿 大

学教授丹尼尔·卡

内曼，以及本届诺

贝 尔 奖 获 得 者 医

学 峰 会 主 席 詹 启

敏院士，听他们讲

述什么是“意外之

喜”，青年医学科

研 工 作 者 应 怎 样

正确看待“科学发

现的机缘”。

丹尼尔·卡内曼首先肯

定了“运气”在成功的故事

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如何都

是不可消弭的。

“ 人 们， 包 括 成 功 的

科学家，在考虑事情时总是

尽量减少运气的影响。当我

们想到‘机缘’时，出现在

脑海中的往往是能够带来好

的机会和终身获益的意外之

喜。事实上，我们对意外的

定义实在是太狭窄了。”

丹尼尔·卡内曼进一步

解释道，近些年，心理学的

一个主要发现就是，人们对

行为和结果的描述过程有强

烈的偏好，喜欢把事情的原

委归结于人。人们倾向于通

过揭示特征来解释结果，让

自己或某人成为故事中的英

雄。确实，人的特质对结果

的影响立竿见影且几乎是不

可抵挡的。举例而言，谷歌

和苹果公司的巨大成功几乎

被自然而然地归结于其创立

者或领导者的特质。

然 而， 夸 大 自 身 的 作

用而淡化运气的作用，这

种认识很可能是错的。要

达到很高的成就当然需要

天赋，但仅仅有天赋是远

远不够的。

这 种 偏 见 是 非 常 有 害

的，特别是在职业生涯的开

始时，丹尼尔·卡内曼相信

有运气成分的影响。这个运

气影响人的一生。

丹尼尔·卡内曼认为，

对于那些没有运气的人们，

才华和品质还是能得到公正

的回报。职业生涯也并不因

为坏运气而受阻，有时甚至

异常成功。“也许正是因为

坏运气让我们付出更加艰苦

的努力。”

詹启敏认为，当前年轻

的医学科研工作者多想找别

人从未见过的问题来研究，

但从现代医学发展的角度来

看这是一个误区。他表示，

即便是当前精准医学所研究

的内涵，仍是临床中司空见

惯的问题，关键是怎么把临

床现象转变成为科学问题。

科学家的成功常被认为

是“意外”，其实是源于他

们对事物的好奇心，而且是

基于科学问题内涵和深层次

的把握的基础上。有了好奇

心还要有积累，“为什么有

的重大发现在有的人眼前飘

过，有的人却能抓住？这是

长期科研实践的积累，没有

经验和积累，就没有能力去

抓住。”詹启敏说，这就如

同武林高手，在炉火纯青的

功夫基础上再多一招，才有

致胜的本领。

因此，詹启敏建议，年

轻的科研工作者不要抱着侥

幸的心理，必须扎实做好科

研每一个环节，即使是没有

出现预计的结果，经过反复

思考，或许也能从其他方面

得到意外的发现。

此外，詹启敏还认为，

科研的发现目前不能够只靠

个人单打独斗，而是靠团队

力量，要发挥集体的智慧，

用现代科研手段和交叉学科

优势研究问题。

要想成功  仅仅依靠天赋是远远不够的

一招致胜的前提是功夫深

据了解，本届诺贝尔

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期间，

将对外发布《精准医学之

中 国 专 家 解 读· 成 都 报

告·2016》， 该 报 告 汇

集 众 多 国 内 外 精 准 医 学

相 关 领 域 权 威 专 家 的 心

血，面向国际，立足国内，

融 会 贯 通 各 个 相 关 领 域

的 最 新 进 展， 将 对 精 准

医 学 相 关 热 点 问 题 进 行

专业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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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疾病

健康问题需要

靠科技手段、

创新，只有把

最前沿科学应

用到临床，才

能满足老百姓

需求。

现代医学发

展 有 100 多 年 的

历史，但目前“标

准、尺子”仍不

够精细，诊断治

疗手段还是“粗

线条模式”，因

此医学也要科技

创新。精准诊疗，

才是未来提高整

体疗效的关键。

必须发挥国

家组织和资源优

势，以产学研政

融合发展的模式，

共同研究共同推

动。需要以交叉

学科为基础，根

据国家需求和临

床诊疗发展问题

做好顶层设计、

资源配置和科学

研究。

当 前 精 准 医

学已经成为各国

“兵家必争之地”，

将对现代医学标准

规范指南有革命性

的改变，因此中国

必须以此为重任和

契机。各国切入点

不同，但都在发挥

各自优势，有着各

自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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