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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张雁灵会长非常重要的一项创

举——将世界华人医师联合起来，

我非常期待。其实，地球就像一个

大村庄，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村庄。

而世界华人医师，本来都是华人，

同根同源，都在为世界医疗做着贡

献。

去年，我们在美国旧金山参加

了这样的会议，很多协和校友、故

友 也 借 此 得

以欢聚一

堂。 后

来 ，

我 又

和 张

会 长

到访了

英 国 牛

津大学、英

国 医 师 协 会、 英

国皇家妇产科学院，

我 们 一 起 参 观

了 奥 斯 勒

故

居。

我认为，奥斯勒是二十世纪最

伟大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他的

人文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乃至对

于医护、医疗和医患关系的教育和

管理都非常出色。在当前科技发展

突飞猛进的时代，尤其需要重视奥

斯勒思想。

因此，回国以后，我们在国家

层面成立了“奥斯勒管理委员会”，

我们研究奥斯勒思想，研究中国古

代哲人们、中国医学家们的医学思

想。其实，不论古今，还是中外，

大家的思想是相通的，东西方文化

也是相通的。医学有相同的本源，

医学带有温度，医生和患者都是有

思想、有感情、有个体主观体验的

人。

在当前科技发展尤其引人关注

的情况下，这样的研究很有意义。

从老子、黄帝内经，到林巧稚大夫，

他们的思想和奥斯勒是相通的。奥

斯勒思想绝对不是过时，反而有其

特殊意义。

比如，奥斯勒认为，医学是一

门不确定的科学，是一门可能性的

艺术。如今，大家提倡精准医学，

其实从哲学层面来说，“精

准”本身就是相对的，

因此，精准医学就

是 一 门 可 能

性艺术。

100 多年来，临床上任何一项新

的技术、新的装备、新的药品的应用

都是医学科技发展的结果。从最早的

听诊器、手术刀、显微镜发展到今天

的核磁、彩超、CT、PET-CT、微创、

手术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医学的进

步和发展体现了一个完整的科技创新

和学科交叉的发展历程。

然而，当今的健康问题还是一个

面临巨大挑战的课题。重大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糖

尿病等）不断攀升的病发率和死亡率

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

民的健康水平。能否提高我国重大疾

病诊疗水平、提高健康管理和对公众

的医疗服务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医学科技水平的全面提高。

如今，中国正在寻找新的经济增

长点，而健康产业就是新的经济增长

点。这个经济增长点无疑需要科技创

新的驱动。近日，科技部、国家卫生

计生委等部委联合印发的《“十三五”

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也指

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蓄势待发，科技创新成为各国打造国

家竞争新优势的核心。

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新

一轮战略布局中，继续将卫生与健康科

技创新作为重点优先领域进行布局，不

断强化卫生与健康科技的公共财

政投入，并陆续推出脑科学、

精准医学、抗癌登月、

微生物组学等

前 沿 计

划。

当前，生命组学（基因组学、蛋

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微生物组学、

免疫组学等）、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疫苗和抗体、生物治疗及个性化诊疗

技术、医疗器械与药物创新、大数据

和智能医学这 6 个方面将成为现代医

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

精准已经成为医学发展的目标和

要求，转化和整合是医学发展的模式

和机制。当前，我国正面对医学发展

的历史机遇，科技创新和临床研究将

改变目前很多临

床诊断和治

疗的标准、

规 范、 指

南。 中 国

医 学 界 的

同 仁 要 有

科 技 创 新

的态度，勇

于创新、敢于创

新、敢于实践，依托中

国发展的资源优势、组

织优势、科学研究的优

势、传统医学的优势

来推动这项工

作。

专

科 化 推 动 了

医 学 的 巨 大 发 展 和

进步，但同时也引发了自

身难以克服的问题。专业细

化，专科细划，医学知识碎

片化，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整

合。整体整合医学（Holistic 

I n t e g r a t i v e  M e d i c i n e ，

HIM），简称整合医学，旨

在从人的整体出发，将医学

各领域最先进的知识理论和

临床各专科最有效的实践经

验分别加以整合，并根据

社会、环境、心理的现实进

行修正、调整，使之成为更

加符合、更加适合人体健康

和疾病治疗的新的医学体系。

整合医学是一种不仅看

“病”，更要看“病人”的

方法论。其理论基础是从整体

观、整合观和医学观出发，将

人视为一个整体，并将人放在

更大的整体中（包括自然、社

会、心理等）考察，将医学研

究发现的数据和证据还原成事

实，将临床实践中获得的知识

和共识转化成经验，将临床探

索中发现的技术和艺术聚合成

医术，在事实、经验和医术层

面来回实践，从而形成整体整

合医学。

关于整体观，我曾提出“三

间健康学”。一是空间健康学。

人是一个整体，但是天的一部

分，这个天包括自然和社会。

我们只能适应自然和社会，即

顺天而行。二是人间健康学。

人本身是一个整体，由不同层

次组成，联系这些层次的有三

个东西：物质、能量、信息。

物质固然重要，但能量和信息

是生命的本质表现。当前我们

用解剖刀把整体变成了器官，

用显微镜把器官变成了细胞，

用分子刀把细胞变成了分子。

我们不能只沉溺在微观世界孤

芳自赏，不能只游刃在分子之

间左右逢源，微观研究必须回

归整体。目前，传统的生理学

快土崩瓦解，经典的病理学已

摇摇欲坠，大体解剖后继乏人，

大内科、大外科不复存在，医

学人文体无完肤，基础临床隔

河相望，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

系越来越远，这样的医学体系

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三是

“时间健康学”。事物会因时

间

的变化而

变 化， 不 仅 人

在变，植物也在变，

向日葵围着太阳转，含羞草

白天合，晚上开。无论是西安

的杨柳还是北京的杨柳，都是

春天发芽。深海鱼都那几天游

到长江口产卵……抗癌药为什

么有时有效，有时无效，主要

原因是细胞周期不同。

（摘引自 BMJ 中文版

2017 年第 20 卷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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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世界华人医师年会
暨智慧医疗·传承与发展高峰论坛

以科技创新和学科交叉机制推动医学发展
▲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大医学部主任   詹启敏

整体整合医学之“三间健康学”
▲ 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   西京消化病医院院长    樊代明

主论坛主持人

陈香美院士����
杨民副会长

从奥斯勒思想看，
精准医学是一门可能性艺术 
▲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   郎景和

中 国 医 科 院 肿 瘤 医
院院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赫捷：

中国肿瘤
发病趋势

9 月 21 日
盛世阁 2层

盛世堂1、2、3号厅
9:50~11:30

IBM Watson Health 
Oncology & Genomics 
总经理  Rob Merkel：

沃森肿瘤与
沃森基因的
全球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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