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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研究该如何破题？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近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学院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

医学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

院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医学基础学科发

展大会暨医科院基础所建所 65 周年

主题论坛在北京召开。此次大会以“六

十五年薪火相传、厚植医学科学根基”

为主题，与会院士专家深入探讨了生

物医学创新及医学教育发展趋势，共

同谋划我国医学基础学科发展路径。

迎来最好发展时期

“基础研究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

的最好发展时期。”第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

央主席何维在致辞中建议，发展基础

医学，要利用好现代物理学的物质运

动规律的认知成果，大力发展化学生

物学，融合发展合成化学和合成生物

学，继续发挥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在

提高医学诊疗水平方面的作用，推动

医学数字化和数字医学化，进一步完

善医学基础学科前瞻性、战略性、基础

性布局，让医学有更具基础性的科学

与技术支撑。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中国工

程院院士曹雪涛提出三点要求：第一，

要面向前沿和需求，做实做厚基础医

学研究。源于基础理论的突破、知识的

革新、手段的提升，随着跨学科、多领

域的交叉融合，今日之医学正在以前

所未有的一种趋势向前发展。在具体

的研究当中一定要面向前沿，抓住共

性难题开展研究。第二，要以“双一流”

学科建设为引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医科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作为国家级

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所和顶尖医学院

校的基础学院，要以“双一流”建设为

引领，优化学科布局，加强基础学科、

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的建设，挑战前

沿学科的难题，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第

三，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科研资源，提升

协同育人效果。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

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的战略，整

合学科优势、培养创新人才，探索产学

研融合发展模式助推基础学科发展。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介

绍，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科在以科

学医学为主旨主流的中国现代医学和

现代生命科学的创建与发展中具有极

致地位。

比如，中国现代医学及生命科学

的三大支柱学科均肇始于协和：步达

生先生开创关于生物构造的代表学科

解剖学，林可胜先生开创以生理学为

代表的功能学科，吴宪先生开创在分

子层面结合了构造和功能的生物化学

（当今之分子生物学）。此外，蛋白质变

性学说等诸多医学界、生命科学界的

世界级成果在这里诞生，在世界医学、

生命科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

印记。

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主任、中

国科学院院士张学敏在致辞中介绍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两个使命：一是

如何把钱给到真正有创新思路的科研

人员手上；二是呼应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其中关键是评价机制。

“我国学术评价要坚持卓越价值

导向，防止套路化、短平快研究和形式

化学术评价方式占据优势。”张学敏介

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系列改革

措施，包括临床医学人才评价试点改

革等；并指出其促进了基础医学研究

与临床医学研究的结合，加深对疾病

本质的认识，改善了临床结局，并催生

了新的研究范式。

张学敏认为，医科院基础医学研

究所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基础医学研究

机构之一，要集中力量破解和攻克基

础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科学问题和技

术领域“卡脖子”难题。同时，鼓励基础

医学与临床医学、化学、生物学、物理

学、信息学等各个学科开展交叉合作，

共同推动我国基础医学研究的进步。

多维度展示新成果

随后，曹雪涛围绕“免疫炎症的

调控与疾病的免疫治疗”主题，从免疫

识别与调节的分子机制研究到免疫治

疗的应用探索过程，对团队在该领域

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最新发现进行系统

介绍。他以发现新型核内天然免疫识

别受体 hnRNPA2B1 等研究为例分享

了科研体会和见解，介绍了团队关于

小分子化合物在肿瘤和自身免疫疾病

治疗研究中的最新进展。

张学敏以“纤毛是调控生物节律

的细胞器”为主题，报告了团队最新发

表在 的原创性成果。该研究发

现大脑视交叉上核（SCN）神经元的初

级纤毛是调控机体节律的细胞器，揭

示出“有形”生物钟的存在及其节律调

控机制。

王辰在题为《医学之基础》的主旨

报告中指出，医学之基础包括自然科学

与技术、社会科学与方法、人文学科与

文化三大学科门类，即以人类的一切知

识、技术、艺术、学术为基础；医学是多

学、人学、至学。他论述了医学与生物

学、生命科学的关系，指出医学是一个

独特、综合、巨大的体系，绝不是有些

人所错误认为的“医学是生命科学的

一部分”，生命科学只是医学的三大学

科基础之一自然科学与技术的一部分，

其中重点是以生物学中直接或间接涉

人生物学部分作为医学的重要基础。

现代医学除以生命科学为重要基础

外，应当全面加强与理学、工学、社会

科学、人文学科的联系与合作，由此，

医学才能在“万学归医”的“加持”下获

得大发展。为此，协和医学院创建了面

向所有本科专业、全球优质高校优秀学

生的“4+4”医学教育学制，并与国内有

关优秀高校共同设立“协和医班”，“纳

多学科背景者、纳爱医者、纳天下贤

才”学医从医传医，从而为未来医学发

展培养基于广博学科的领军人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焕明以《生命

是什么？———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里

程碑》为题进行了报告。他通过回顾生

命科学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从多学

科交叉的角度走进人类探索生命奥秘

的历程，从开创国际合作新文化、开辟

组学新领域、催生测序新技术三个角

度介绍了生命科学的“三场革命”，传

递了“共有、共为、共享”的“人类基因

组计划”精神。他强调，生命科学的发

展与数理化和信息技术息息相关，科

研工作者要善于探究科学规律，总结

归纳科学问题，深刻认识学科交叉的

重要性，从学科交叉融合的角度开展

相关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宏在以“多细

胞生物自噬的分子机制及其异常与疾

病的关系”为主题的报告中，介绍了课

题组基于其创立的秀丽隐杆线虫遗传

筛选模型，鉴定了一系列多细胞生物

特有的自噬新基因，通过研究新基因

在自噬通路中的具体作用机制探讨了

多细胞生物自噬的分子机制及其异常

与疾病的关系，揭示了内质网表面钙

瞬变是决定自噬体在内质网上形成的

关键信号，促进了科学家对多细胞生

物自噬分子机制的理解，并对探究自

噬异常与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开

发新的治疗策略有重要意义。

随后，在医学基础研究前沿论坛

环节，8 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血液稳

态和代谢调控”“以 AI 为桥梁的从基

础研究到临床转化的加速”等主题展

示了医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思想和

前沿成果。

“今后，医科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将持续围绕国家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

需求，聚焦核心方向、承担重大任务，

为我国建设科技强国建言献策，为促

进国民健康勇担社会责任，为医学健

康事业提供人才保障。”中国医学科学

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婧在闭

幕式上表示。

与会人员合影。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