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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学家指的是临床医生同

时从事科学研究。不过，这里所提到

的科学研究不限于医学领域。在国

外，医学科学家约占医生群体的

10% 。而在我国，医学科学家主要集

中在大学或科研院所附属医院中，这

些人都是临床医生，或是教授，或是

研究员，带教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

工作。我国医学科学家占全国医生总

人数的 5%左右。

医生的任务就是让人们健康度

过一生，迎接生命的到来，好好地把人

送走。医生要具有心善、脑灵、手巧、体

健的综合素质。对我来说，做医生是一

种享受，从来不缺成就感，当我给家庭

送去生命，病人和家属那种感激是最

真实的。医学与人文密不可分，医生的

沟通技巧、人文底蕴非常重要。

医学科学研究是促进医学发展

的手段，是提高医疗质量的保证，是

培养医学人才的措施，是大学医院的

立院之本。而要想成为一名医学科学

家并不容易，通常需要医生承担不同

于一般人的职责。因此他们应该不断

在工作中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和解决

问题，在科研初级阶段就拿到青年基

金或面上基金。同时，在研究过程中，

他们要形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并且有

产出，还要被国内主流科学家认可。

在我看来，医学科学家最重要的还是

需要具有科学思维，能够找准研究方

向，同时组建一个良好的团队，并具

有获取经费的能力。此外，医学科学

家所属的平台也非常重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临床

诊断及时性、正确率和准确率都得到

了极大的提升，但还有更多的临床问

题有待解决，仍需要不断地技术创

新，需要更多的医工交叉、医工协同

创新来解决目前存在的技术难题。因

此，作为一名科研人员，一定要追求

原始创新，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更好地为生命护航。

需要强调的是，医学研究是严谨

的，每一篇医学论文都有可能推进和

影响临床诊断，甚至关乎病人的生命

安全，务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

神，自觉遵守学术道德。

虽然医学科学家能够为医学发

展提供重要助力，但我不支持所有人

都从事科研。结合国内的实际情况而

言，医院需要一部分人会开刀看病，

一部分人善于搞医学教学，当然也需

要一批既懂得临床知识，又能进行科

学研究，还兼顾教学的人。

在人才教育方面，我认为，医学科

学家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沙里淘金淘

出来的。此外，还有一些“苗子”因为在

好的团队，被老师及早发现。当然，一个

懂感恩、重传承、会创新、知礼仪的青

年，未来一定能在自己的领域成大器。

另外，特别强调兴趣是最好的导

师，有了浓厚的兴趣，再艰难的事情

也会充满乐趣，也会积极地面对。

谈到科学研究的性别问题，我认

为，性别不是从事科学研究的“绊脚

石”。相比男性，女性的确有生理、生

育的特殊情况，也需要对家庭多一点

照顾，但实际上，获得高级职称之后，

男女在科学研究方面差别不大。

作为连接临床医学和基础科学

的桥梁，医学科学家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方面，医学科学家可从临床实际问

题出发开展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他们

能够用科研发现指导临床实践。

相较而言，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

工作者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有能力

撰写出优秀的科研论文。但由于他们

不是临床医生，不接触病人，很多时

候无法掌握临床需要，使得基础研究

的发现与临床实际应用有一定距离。

而临床医生虽然具有一定的医疗水平

与能力，但日常繁忙的医疗工作常导

致他们没有足够精力投身于科学研究

中。这可能是我国医学科学与西方发

达国家相比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同时，具备培养医学科学家能力

的机构数量严重不足。此外，由于医

院对于临床医疗人员从事科研缺乏

科学的认识，医学科学家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得不到公正评价和重视，导致

医学科学家的培养缺乏良好氛围。

临床医生从事科学研究是非常有

必要的。近年来，肿瘤、心血管和精神疾

患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显著增

加，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当前

我国健康事业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单单

依靠临床经验已经不能应对临床所面临

的各种挑战，亟待一大批临床医学科学

家共同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目前，我国医学的发展存在基础

研究与临床需求相脱节的现象，大量

的基础研究结果很难被临床工作者参

考和借鉴。而在国外，哈佛大学、约翰

斯·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等著名医

学学府附属医院均要求临床医师从事

一定的科研工作。因此，我们也应该

制定和颁布相应的政策来鼓励一部分

临床医生从事科研工作，并努力成为

医学科学家。

此外，医学界应当对医学科学家

进行科学定位，在职称评定、工作与生

活待遇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标准与要

求，适当提高医学科学家的待遇，鼓励

有潜质的医生努力成为医学科学家。

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努力。首先，一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

研究型医院应构建完善的医学科学家培

养体系。学科带头人和学科骨干必须具

备科学研究的能力，以提高医学研究生

培养水平及促进学科的发展；临床技能

和科研基础课程的设置应均衡，保证青

年医生的临床和科研能力齐头并进。

其次，要改革科技管理和评价机

制。确定生命科学在科学中的重要地

位，确定基础研究在医疗中的重要地

位。同时，要平衡评价过程中定性和

定量的标准，让有志于从事科学研究

工作的临床人员有时间、有精力从事

研究工作。

再者，重视医疗科技成果转化。我

国的科技资源丰富，但科技成果转化

率较低。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应该

设立风险基金等，鼓励科研成果向实

际应用转化。

医学科学家培养制度的建立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贪多求快，要重视

质量，致力于培养能够为全民族，乃至

全世界医疗事业作出贡献的临床医学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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