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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医学与数学的交叉融合
因丘成桐

医学是守护生命的崇高职业，医

生是维护人类健康、人类生命的英雄，

我特别敬佩我们的医生，他们有坚强

的意志、付出牺牲的精神，也有崇高

的智慧。世界上没有比挽救生命更令

人感激、更伟大而崇高的事业，所以

我很羡慕即将成为医生的协和毕业

生们。

数学在所有行业尤其在生命科

学领域，越来越重要。我很关注从医

学衍生的各种重要的数学研究。当接

到协和医学院王辰校长邀请时，我就

想通过今天的讲话鼓励同学们，加强

对现代技术的了解，尤其是数学与医

学的融合。现代医学融合了基本科

学、技术和人文三个领域，只有拥有

先进科技和人文精神，才能真正守护

我们的生命，才能做一个品德高尚的

医生。

医学问题是具体复杂的，仅从一

个学科无法了解其中的奥秘，需要掌

握跨学科的知识。医学研究需要收集

数据、分析数据、解释数据，从复杂甚

至杂乱的数据中，提炼出人类疾病发

展的内在规律，从规律中制定相应的

疾病预防手段。这些系统性的研究离

不开数学、统计、计算机科学、人工

智能技术，这是现代医学非常需要

的。只有整合数学、统计、计算、工程

学科的方法，才能解释生命总体运行

的规则，量化地预测疾病形成发展的

基本规律，并且和药理学原理相结

合，研究得到个体化药物使用最佳时

机和剂量。

数学能够挖掘事物的本质，发现

自然规律。比如运用数学工具，我们能

够预测人类衰老的时间节点和速度，

寻找影响衰老的关键基因，以及它们

的作用方式。数学能够帮助我们发现

人体的生物钟，展现实际年龄和生物

学年龄是否一致，研究衰老引发疾病

的原因及机理，这对于控制慢性病的

发生发展，甚至人为干预衰老具有重

要的意义。

数学帮助医学解决问题。反过

来讲，医学推动着数学提出新的理

论、新的方法，向前发展。数学家很

喜欢大自然以及其中的问题，而医学

能提供理论、方法以及重要问题。清

华大学和协和医学院都是中国顶尖

的学府，希望清华大学的数学专业和

协和医学院能够碰撞出火花，在交叉

学科领域为中国数学事业和医学事

业贡献出重要力量。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机遇和挑

战并存，我们有先进的仪器设备，每

时每刻源源不断地提供数据，提供解

决各种数学、医学难题的原材料。同

时，我们面临的医学问题也比历史上

任何时间更复杂、更广泛。不管未来

同学们从事什么职业，或是临床医

生，或是大学老师，数学与医学的交

叉都将让我们获益，甚至是成功的关

键。换句话说，中国的医学事业要达

到世界最前沿的重要途径，就是交叉

学科研究。

中国的医学研究已经进入黄金

时期，今天看到协和医学院第一批

“4+4”（即 4 年非医学专业本科教育

+4 年医学教育）学制的毕业生，我觉

得意义非凡。具备了充实的基础科学

知识后，这些学生可以开展最先进的

医学研究，特别是交叉学科的医学研

究。计算医学由于潜在的影响力、在

数理工程等学科方向的优势，是中国

医学领域跨向世界先进行列的前沿

点和排头兵，对于推动我国的医学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同学们毕业以

后，能够带领中国的医学事业迈向世

界最前沿。

当下中国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

期，期望同学们都能在医学事业上大

显身手，成为一批有德有才的医生，成

为中国医学界的领军人物，不断推动

中国乃至全球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与

发展。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院士之声

从消化道微生态切入 破解中医药治病原理

本报讯 近日，

期刊创刊启动会在

北京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丛斌和美国

密歇根大学教授陈建德担任期刊主编，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魏玮担任执

行主编。

据悉，该期刊主旨为阐释人类消化

道微生态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办刊

目的是响应国家号召，用现代科学技术

阐释中医药，尤其是口服中药的药效物

质基础和药效物质药理学机制。同时，

为了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整合多学科专

家进行肠道微生态研究，以实现通过监

测和调整消化道微生态稳态进行无创

性早期预警和健康维护。

启动会上，丛斌阐释了科学研究

四个范式的历史沿革，讲解肠道微生

态研究要体现公理性、可计算性和可

验证性。他指出，该杂志每期要有相

应的主题，围绕关键的科学问题进行

组稿。主要目前关注三个科学问题：

第一是药物、食物、毒物和消化道微

生态之间的互作过程，并筛选相关的

响应菌；第二是细菌在这些药物、食

物和毒物的作用下产生了哪些新的活

性物质。药物、食物和毒物被细菌代

谢转化成了什么物质；第三是上述这

些物质被吸收进入机体发挥了何种调

节和干预的药效机制。

陈建德表示，将积极邀请国外有

影响力作者进入编委会并邀约高质量

文章，同时也会将本实验室高质量的

研究结果投到该期刊。

随后，与会编委逐一进行自我介

绍，并阐述了对创办该期刊的想法，主

编们为编委颁发了聘书。与会专家表

示，在所有编委的共同努力下，该期刊

一定能为中医药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更

多的机制阐释证据与转化成果。同时，

从消化道健康出发，助力预防、诊断、治

疗、监测、管理人类生命全周期，提升健

康水平。 （张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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