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深

切地认识到共建全球健康命运共同体的

必要性，以及全球要采取统一的公共卫

生行动的极端重要性。

近几年，医学卫生健康事业在国家

层面的战略布局和谋划已经足够高远，比

如“科技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人才培养

要面向生命健康”“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等理念的提出。现在突出的问题是，

在整个社会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医学卫生

健康事业依然被当成“非主流”的事业。

王辰认为，这是因为社会各界还没

有认清医学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意义。

对一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只有足够

充分、深刻地认识和考量，才能在推动其

发展的过程中积极付诸行动。

王辰提到，根据照护对象的不同，医学

应包括两大类———重在不厌其精、不厌其

个体化地照护个人健康的临床医学和以

提升群体乃至人类健康利益为目标的群

医学。

王辰强调，应给予群医学充分关注，

群医学是运用、融合当代医学及相关学

科的知识、技术和学术，动员现实可及的

资源，从健康促进、疾病预防、诊断、控

制、治疗、康复等多方面，统筹个体卫生

行为与群体卫生行动，并作为公共卫生

的医学基础，推进健康公平，实现人群

乃至人类整体与长远健康效益最大化的

一门医学学科。

现在提及公共卫生常被认为与预防

医学、疾控系统关系密切，但是跟医院没

什么关系，与医学院校和医学研究机构相

隔甚远，更遑论跟社会各界的联系。

王辰表示，这是一个亟待纠正的认识

和行为误区，导致“医”“防”被严重割裂。

王辰建议，首先要围绕“健康促进、

预防、诊断、控制、治疗、康复”六位一体

展开行动，绝不仅仅是防控；其次，将卫生

的理念融入社会各界，使其全部参与到照

护健康的行动中，协同发展卫生事业；最

后，卫生的视野和行动须从局部拓展到

国家、国际、全球乃至星球卫生健康。

代表委员热议“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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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测序技术（N G S）以通量高、

速度快、精度高、成本低的技术优势在

临床疾病分子诊断方面发挥了独特的

功能。随着基因检测技术成熟，在血液

恶性肿瘤以及其他各种恶性肿瘤、复

杂慢病和遗传性疾病的诊断中，N G S

检测必不可少。

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为例，通

过疾病精准分型和协同靶向致病基因

的治疗，该病成为第一个可治愈的急

性髓系白血病。这在国际上产生了重

大影响。

陈赛娟指出，N G S 与传统形态学、

染色体检查、病理诊断和普通靶向基因

PC R 相比，具有物美价廉、敏感快速和

精准分型的优势。虽然高通量基因测序

技术越来越快捷实惠，医疗实践急需引

进先进技术，但临床应用仍然受到限制。

相关部门认为医疗机构缺乏 N G S

临床诊断资质许可，因而临床得不到及

时诊断应用，这导致第三方检测机构的

蓬勃发展。但后者水平良莠不齐，临床

专业知识缺乏，没有统一的质控体系，收

费昂贵且标准不一，这些问题将导致巨

大的医疗安全和腐败隐患。

基于此，陈赛娟建议在国家相关规

定下，有步骤地试点推进 N G S 检测在

医疗机构的临床应用。首先，应尽快开

展临床试验自建项目（LD T），建议国家

相关职能部门以临床需求为导向、以解

决临床问题为出发点，帮助医疗机构解

决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指导

医疗机构开发 N G S 检测项目，并应用

于临床实践，实现临床应用合规合法，促

进领域健康发展。

其次，应制定中国 N G S 行业规范

标准。由于 N G S相关技术难度大，人员

素质和分析能力要求高，为保证测序结

果的可靠、准确、可重复性，建议国家相

关部门组织医学专业需求高、N G S 设备

齐全、相关技术能力强、生物信息学分析

水平高的专家制定国家 N G S 行业相关

规范和标准，并建立临检示范基地。

最后，N G S 创新技术分期分批进行

试点放开。为加速基础研究成果转化，

国家发改委批准建设了转化医学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分别位于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空

军军医大学，形成了覆盖全国主要区域

的转化医学研究支撑网络。

陈赛娟建议，把有条件的国家级转

化中心等医疗单位作为 N G S 创新技术

先行先试的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

批进行试点放开。有条件的国家转化医

学中心可同时担负起 N G S 基因检测的

应用指导和质量评价职责，并对相关疾

病基因检测的适用范围、检查方法、数据

分析、报告解读等进行业务指导，共同推

进临床基于 N G S 的 LD T 同质化、高水

平、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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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两会如期而至。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

程的重要一年。如何走好新的“赶考路”举世瞩目。

从历史深处走来，向美好未来奔去。代表委员们表示，要以实际行动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创造不负

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业绩。

医药卫生依然是两会的热议话题。今年代表委员带来了哪些“好声音”，本报编辑部特意进行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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