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辰院士：

高致病性传染的传播趋势预测影响因素众多，而大数据分析具有多

元、高频次运算的特点，有助于分析疫情、把握疾病规律。医学的发展需要多

个学科的共融共通，打破医学界与包括信息科学界在内其他领域之间的“坚

冰”，将会让医学发展迸发出更大的动力。

数字技术赋能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药品供应、医疗保障、健康管

理等领域，极大提升了医疗卫生健康服务的普惠性、共享性和公平性。在“促

防诊控治康”的医疗全流程中，数字技术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对现有技

术进行升级。当前，在数字健康领域，最重要是加强顶层设计，破除信息技术

与医疗行业深度融合的障碍，形成多方利益共享的机制。

我们一直都没有打破医学界与信息科学界、大数据相关技术人员之间

的坚冰，无法真正将 IT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与医学问题深度结合。因此，

我们要在人才培养上多思考，真正促进大数据和医学的融合，培养出具有多

学科特点的人才。

呼吸学科需要广泛的协同及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形成以呼吸学科为

主导的、多学科立体交融的、稳定的现代呼吸学科体系，进而拓展、深化呼吸

疾病研究和临床诊治能力，成就呼吸学科之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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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新冠疫情让全世界都认识到医学

卫生健康的重要性。医学卫生健康与

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类

健康息息相关。医学为人类健康服务

的手段有很多，其中，医学工程学是重

要的一方面。当今的医学，如果不依靠

医学工程的相关技术和场景，很难实

现对人类的“促防诊控治康”全面健康

照护。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我们不应满足于做一名临床医

生，还要努力成为一名医生。从临床

医生到医生，意味着不仅只是看病、

治病，还应该对整个民众和社会肩负

起更大责任。医生所用的重要工具之

一就是医学工程学的相关产品，未来

医生理应成为应用医学生物工程学的

主力，最终实现为人类健康服务。

科技有三大职能：通过科学认识

世界，通过工程技术改造世界，通过医

学照护人类。北京协和医学院对医学

的定义是：医学是为恢复、维护、增强

人类健康而发展出的知识、技术、学术

体系。

那么，医学、卫生、健康三者有何

关联呢？我们只有理解了三者的关系，

才能够更好从事医疗工作。

医学支撑了卫生事业，而卫生事

业可实现健康。医学只是卫生事业的

主流发端点之一，卫生还涉及社会、经

济、政治等多方面问题。健康是医学和

卫生的目标与结果，是根据以学术和

技术为属性的医学原理，采取社会综

合的卫生行动，最终达到个人和民众

健康的效果。

世界卫生组织倡导“H ealth in A ll

Policies”。我国的卫生方针同样是“将健

康融入所有政策”。健康问题要进入所

有学科、政策、行业，即所谓“健康入万学

万策万行”。同样，所有学科、政策、行业

亦应服务于健康这一人类的终极福祉，

即“万学万策万行务健康”。

交融必须“互动真情”

医学是“多学”“人学”“至学”。

“多学”指医学是综合学科，绝不

仅仅是狭义的生物学或生命科学。生

命科学内容是医学的重要基础和主干

体系，但远不是全部。实际上，医学囊

括了人类所有的知识和技术、学术，包

括自然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和方法

及人文学科和文化。有人把医学仅放

在自然科学范畴，这是“大错特错”。

“交融”是医学和工程科学的主

题。医学与工程科学中涉及人的，尤其

是与健康相关的部分，要互相交融、互

为彼此。医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仍

依赖工程技术的进步，比如电子显微

镜让我们识别病毒、听诊器赋能我们

听到可以判断病情的人体声响等。

医学和工程学的结合形成了医学

工程学。医学工程学是利用自然科学

和工程的技术方法，服务健康而发展

出的知识、技术和学术体系。医学与工

程学两个学科各自都有多元化特点，

两者交融之后更是异彩纷呈，但这个

交融必须“互动真情”才能实现。

医学工程学通过“促防诊控治康”共

6个方面，实现服务人类健康的大医学、

大卫生、大健康的目的。所谓“大健康”

不仅仅是人类健康，还包括与人类密切

相关的众生健康，甚至包括整个环境和

碳排放等“星球健康”相关问题。

助力学科发展实现既定目标

当前，医学工程学在中国并不发

达。其深层原因在于，我们既有群体上

的趋同性，又有相对的保守性。从上述

目标来看，医学工程学涉及诸多领域，

同时医学和工程又各自涉及多学科，

交叉后更是衍生出很多领域，因此没

有任何单一的研究所、大学、个人能容

纳全部，必须竭力合作。

医学工程学应以需求为导向、产

业为驱动，创新应用场景，最终赋能健

康。21 世纪是医学工程学蓬勃发展的

时代，虽然我国医疗器械发明专利和

研发机构数量逐年攀升，但在高端器

械和设备产业化需求方面与国际领先

水平仍有一定差距。中低端产品数量

居世界第一，高精医疗设备主要依赖

进口。

未来，健康产业必定是第一大产业。

医学卫生健康领域也应该符合经济规

律，片面地追求“价格便宜”将会损伤为

百姓谋福祉的动力和路径，这是我们必

须清醒认识到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研

发医疗器械国产高端产品。

《“十四五”医疗装备产业发展规

划》指出，医学工程学科的整体发展将

助力 7 个重点发展领域的实施落地。

学科发展是行业发展的基础，学科发

展的重点在于科技和教育。医疗科技

决定了医学卫生健康事业的水平，而

教育决定了未来。

从原创思想和理论到创新技术和

产品，最终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和转

化，形成集成、协同、高效、全链条的

医学卫生健康科技创新的新范式。中

国医学科学院作为国家级的医学研究

机构，要搭平台，促联合，担负学科发

展的重任。这是我们必须要承担的国

家使命和责任，也是我们召开中国医

学工程学学科发展大会的目的。

基于我国药物、医疗机械发展的

迫切需求，2020 年 10 月 10 日，我们与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署协议，共建

药品医疗器械监管科学研究院，共同

推动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管科学发展，

最终的目标是汇聚和培养高层次多学

科交融的创新人才，建设具有国际水

平的一流交融学科，突破器械、设备领

域的“卡脖子”问题，促进高质量科技

转化和健康产业发展。

我们要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整合

全国优势资源，发展好医学工程学这

一学科，壮大我国医学科技战略力量，

进而实现《健康中国 2030》《中国制造

2025》的既定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