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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张路霞等研究显示，随着我

国糖尿病患病率的不断增长，

无论是在一般人群还是城市住

院人群中，与肾小球肾炎相

关 性 慢 性 肾 脏 病（CKD） 相

比，糖尿病相关性 CKD 均变

得更为常见。（N Engl J Med. 

2016,37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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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糖尿病相关慢性
肾病反超肾小球肾炎

科学大战江湖：
打响第一战

本报讯（记者 张雨�宋箐）

虽然已经坐上回家的高铁，结束

了此次西蜀蓉城的会议，但小刘

医生的心情依然久久不能平静。

因为她的手机里存有她和 6 位诺

贝尔奖获得者的合影。对于她来

讲，这甚至是一笔金不换的财富。

9 月 2 日，第三届诺贝尔奖

获得者医学峰会暨中美院士论坛

在四川成都隆重召开。6 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15�位中美院士参

会，在展示科研成果、分享智慧

思想的同时，围绕“科学发现

的机缘”这一主题，分享自己的

亲身经历，探讨“机缘”�在各

自科研和产业研究中的影响和作

用，与中青年科学家、生物医药

企业代表分享自己科研工作中遇

到困难和解决方案以及国际基础

研究产业化方面的经验。

作为大会主席，中国工程院

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詹启

敏在开幕式上谈到，本届峰会，

智者云集，在学术领域既有获得

诺贝尔奖的科学大师，又有国内

外医学院士，相关领域领军影响

的专家行者，打破了学术的国家

界限，实现了互通，同时也从不

同层次，不同角度，为科研成果

的转化量体裁衣。因此本届峰会

必将碰撞出更多的思想火花和促

成产业落地。

同样作为大会主席，1993

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获得者

理查德 ? 罗伯茨谈到，在科研中，

每个人从事研究都是自由的，只

有这样才可能有所收获。如果你

足够幸运，可能你会有很大的发

现。但需要注意的是，永远不要

去设计获得诺贝尔奖，因为结果

是不能设计的。

此外，理查德 ? 罗伯茨还对

年轻人机遇了殷切期望：“年轻

人是国家也是整个世界的未来，

你们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你

们每个人都有科学研究和探索发

现的自由，不要让我这样的老年

人告诉你们去做什么，你们应该

自己去发现，并坚持自己所走的

道路。这是我所希望的。”

大会主席、国家卫生计生委

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王国强出席开幕式并指出，第三

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暨中

美院士论坛的召开，对于促进中

国医学和西方医学相互学习、相

互补充，协调发展，对于推动中

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和中医药的振

兴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

意义。

在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

学的融合发展上，王国强希望，

双方要更加注重交融、互学、互

建；更加注重发挥中医药的特色

优势；更加注重开放、协作、创

新；更加注重科普宣传和提高全

民健康的素养。

（《对话》诺奖获得者，详

见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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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我国住院患者中糖尿病和肾小球肾炎相关慢性肾脏病的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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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耶鲁大学医学院

发表评论文章，评价了中国

由于吸毒者引起的 HIV 传播

现状以及美沙酮维持治疗在

控制这一现状方面发挥的巨

大 作 用。（Lancet Psychiatry. 

2016,3: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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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败给江湖”，这

句话对于形容现今的全民健

康教育传播似乎并不为过。

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

而健康信息传播是人文、社

会的科学。如何让国人接受

这种多方理念融合的髓，才

是关键。

谨记爱因斯坦所言，“能

够量化的不一定重要，重要

的不一定能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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