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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生物医药前沿领域，引领医学科学发展
因曹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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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跨学科多领域的交叉

融合，医学科学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态

势向前发展。在全球生物医药发展日新

月异的态势下，我国医药界如何准确定

位、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如何与国际同

步并实现医药研究范式转变、有计划有

组织地打造优势特色领域、引领和实现

我国医学科学高质量发展？这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关注前沿技术带来的机遇

目前，“健康中国建设”正在稳步推

进，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少

子化）和慢性疾病负担的上升以及新发

突发传染病的威胁，我们不得不正视我

国医药卫生领域面临的巨大压力和挑

战。聚焦我国生物医药与卫生健康领域

的重大问题，瞄准前沿技术创新与重大

药械产品的研制，科学优化布局并集中

力量打造生物医药优势高峰和特色高

地，引领和推动我国医学科学与医药卫

生行业高质量发展，造福国民健康并在

国际医药舞台上发挥突出作用与影响，

已成为当务之急。

医学人工智能、高通量组学技术、

基因编辑技术、新型疫苗与抗体研制、

细胞与基因治疗应用、脑机接口、手术

机器人与便携式医疗设备等医学前沿

技术的蓬勃发展与临床应用，划时代地

改变了生物医药研究与应用的深度和

广度，也使我们对于生命个体与疾病患

者的差异性有了新认识。我们在“分子

医学”的更高层次上制定个性化的治疗

方案，为难治性疾病提供了新的途径。

医学前沿技术与新型药械的蓬勃发展

成为塑造我们社会面貌和生活方式的

强大推动力，人工智能、远程医疗和可

穿戴设备等新兴技术正深刻地改变着

医药卫生行业的业态，重新定义其未来

发展方向。

然而，这些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同

样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人工智能

在医疗领域的运用涉及大量个人健康

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需要建立更加严格

的法规和标准；远程医疗技术面临着网

络安全和数据传输的风险，需确保远程

医疗平台的安全性，防范潜在的数据泄

露；基因编辑、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

的发展可能因干细胞来源、使用以及潜

在的滥用问题而伴随一系列科技伦理

和法律问题；脑机接口等新技术应用可

能面临着后续效果评价等不确定问题

与风险，等等。因此，充分认识医学前沿

技术带来的挑战，并努力寻找解决之

道，不仅需要医学领域的专业人才，还

需要自然科学多领域专业的交叉与全

社会的共同努力。

关注创新发展的研究范式革新

近年来，组学图谱、搜索算法、自然

语言处理、进化算法、深度学习等新兴

技术在医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高性能

计算机群具备个人电脑无法执行的高

速运算能力，数据科学工具也明显加快

了数据驱动的医学研究进程，与此同

时，海量医学大数据也广泛积累。

目前，我国已将数据驱动的医学

科技创新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积极

布局新的医学研究范式以促进医学科

技创新发展，应厘清传统及最新的医

学研究范式，总结并提炼医学领域基

础性突破性的研究范式，通过创新研

究范式以实现对基础理论研究、方法

体系革新、研究工具升级的飞跃与突

破，解决当前难以解决的瓶颈问题。及

时对各类科研项目创新性、前瞻性及

突破性进行研判与评估，特别是针对

我们目前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核心

技术受制于人的紧迫问题，集中力量

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解决一

批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设备等领域的

“卡脖子”问题。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现有思维

主要聚焦在“卡脖子”行业技术本身，而

忽略了导致“卡脖子”的问题根源在于相

关基础研究不足。因此，我们亟须调动和

保护新一代青年学者的创造力，加大“选

人”“资助人”的资源倾斜性支持力度，积

极推动“赛马制”“揭榜挂帅”“滚动支持”

等资助模式，大力倡导从生物医学基础

理论和底层技术方法层面实现原始创

新和根本性突破，同时，要发挥体制机

制优势并善于组织目标导向的联合技

术攻关，有计划地部署一批具有战略

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项目，将

重大任务攻关、特色优势技术赋能和综

合性平台建设相结合，为我国医药卫生

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可与世界发达国家

媲美的“软环境”与平台体系。

重点关注前沿热点与共性难题

卫生健康体系点多面广，生物医药

领域研究与转化应用面临许许多多值

得关注的难点痛点问题，有些问题是需

要政策调整与改革层面解决的，例如现

代化医院管理制度改革、疾病救治模式

提升、医疗应急救援体系优化等；有些

问题是需要资源储备和积累加以解决

的，例如建设国家基因库、菌种库、细胞

库和化合物库（DNA编码海量库）、药

物关键数据库、中药组分或单体库，人

源化模式动物平台、临床样本库以及多

中心临床队列等。

治疗性基因编辑与合成生物学等

颠覆性生物技术在医学中的创新应

用，高通量组学技术与疾病发生发展

机制研究和精准医学、个体化医疗应

用，干细胞技术与组织再生、器官再

造及健康促进等前沿热点与共性难题

研究一旦有所突破，将为国民健康乃

至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做出实

质性贡献。期待着我国医学科学工作

者能够在新的历史阶段守正创新、开

拓进取，力争做出诸如青蒿素发现、

衣原体鉴定、断肢再植、大面积烧伤

救治、白血病治疗等级别的标志性成

果，力争研制出诸如《科学》杂志 2023

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首的胰高糖素

样肽 -1（GLP-1）受体激动剂以及诺

贝尔奖成果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 -1

（PD-1）抗体的明星药物，力争复现当

年“糖丸”疫苗预防小儿麻痹症、全国

范围内控制麻风病等利国利民之生物

医药壮举。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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