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是

当前医学研究生教育的重中之重。

医学专业研究生属于“精英教育”，

课程体系建设则是推动“医学 + X”

医学生培养质量提升的重要举措。

21 世纪以来，国内诸多高校相

继建立了医学与工程、信息等多个

学科的交叉平台。《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

导意见》明确指出:“加快高层次复

合型医学人才培养，设置交叉学

科，促进医工、医理、医文学科交叉

融合。”

2020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

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

提升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培养单

位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完善课程设置，优化课程体系。

然而，传统单一医学学科研究

生培养课程体系多局限于医学学科

范围，缺乏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已

不能有效支撑交叉融合型医学人才

的跨学科培养。因此，构建科学的

“医学 + X”交叉学科课程体系，变

得尤为迫切。

为此，编辑部整理了国内大学

管理者有关“医学 + X”教育体系设

置的观点。

如何培养“医学 ”复合型人才？
因路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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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 Bio-X 研究院：着

力布局生命学科与其他多学科间进

行交叉合作，搭建从事与生命科学相

关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科学家的工

作平台。

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院：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与清华大学共

建，发挥各自学科和人才优势，推动学

科交叉。

湖南大学生命医学交叉研究院：

以发展生命医学学科为中心，以学科

交叉融合发展为主线，推动基础医学、

药学学科跨越式发展。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

拥有生物医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生命科

学联合中心、脑科学和类脑科学研究中

心、睡眠医学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工交叉创新

研究院：聚焦医工交叉融合促进疾病

精准诊断、组织再生、心血管病 /生

理、医学细胞生物学新技术等方向。

天津大学医学工程与转化医学研

究院：促进工科、理科等传统优势学科

与医学学科交叉融合，带动电子、物

理、数学、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多个学

科的发展。

北京理工大学医工融合研究院：

开展医工融合关键技术攻关、创新产

品开发与成果转化、医工复合型高层

次人才培养，促进我国先进诊疗技术

与医疗设备的研发。

东南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医工交

叉创新研究院：试图在精准医学、生物

医用材料研发、数字化医疗、生物医学

大数据、医疗机器人等研究领域产出

原创性研究成果并转化。

西安交通大学高端装备研究院医

工交叉研究所：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积

极开拓前沿交叉学科研究方向，探索

面向创业的人才培养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国际医学中心：主

要开展生命科学、转化医学、临床医学

和交叉医学（医工、医理、医文交叉）等

方面的研究。

上海理工大学医工交叉创新研究

院：通过医学与工学、理学等不同学科

之间的渗透与融合，共同解决临床实

践中的真实问题。

哈尔滨工业大学医学与健康学

院：瞄准“新医学、新医工学、健康学”

三大领域，打造 21 世纪新医学、新医

工学高端人才培养基地。

国内部分高校设置的医学交叉教育研究机构

基 础 医

学、临床医学

和预防医学是

现代医学的三

大支柱，而对

临床医学专业

的学生来说，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课程的比重明显偏

多，设置门类、学时数较多，预防医学课

程设置显得比较单薄。在临床实践中，由

于医院规模的逐渐壮大，临床学科越分

越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专科的学习

中。除了传染学科外，预防医学在临床的

应用更多集中在对慢性病的预防，对于

应对突发的急性传染病，很难积累到相

关的经验。因此在医学教育后续课程整

合中，需要积极推动基础与临床融合、临

床与预防融合，这对医学教育改革尤为

重要。

此外，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等为代表的科技发展，应该主动培养“医

学+”的复合型人才，让他们成为医学和大

数据、人工智能的纽带，未来提供医疗服务

的人员中除了医生、护士、医学技术人员外，

还需要新型的“医学+”复合型人才，依靠大

数据、人工智能进行疾病预测、诊断、治疗、

康复的决策支持技术人员。

张林

四川大学副校长

张林

近年，我

国医改取得了

很大成绩，但

主要集中在医

疗层面，公共

卫生短板仍然

明显，人才引

进难度大、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一方面，

公卫领域的高校教师缺乏研究和应对突

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实践经历，与临床

医生也少有合作。另一方面，临床医学人

才培养过程中，缺乏公共卫生、传染病、全

科医学的系统教育与实践。此外，基础医

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药学的协作研究

机制还有待完善，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信息科学等非医学学科的交叉融合

就更显不足。

综合性大学应把握以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信息科学为代表的新一轮

科技革命发展机遇，探索医文、医理、医

工交叉融合的“医学 +X”创新拔尖人才

培养模式，从有志献身医学的非医科优

秀本科毕业生中，选拔人才进入临床医

学培养体系，将多学科基因注入医学。

肖海鹏

中山大学常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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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注 重

多学科交叉，

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战胜

疫情，关键要

靠科技；科技

创新关键靠

人才。在疫情期间，医学科研工作者在

确定病因、探索发病机理、指导临床用

药、疫苗研发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作为综合性大学，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多

学科优势，建立学科交叉融合的平台，

理顺多学科协同发展的运行机制，大力

建设发展“新医科”，鼓励医学与生命科

学、药学、生物信息、材料、人工智能、物

理、化学、人文科学等学科的深度交叉

和有效融合，在培养高素质临床医生的

同时，大力度推进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开展医师科学

家改革培养试点。尤其要加强临床医学

与基础医学、生命科学和药学之间的合

作，以及医科与工科之间的合作，在原

研新药研制、诊断试剂和方法研发、疫

苗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诊疗仪器设备

制造等领域引领科技创新，尽快实现研

究成果转化，推动临床诊疗取得长足进

步和创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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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常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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