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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眼中，治病救人是临床

医生的天职，但他们的理论研究能力或

许远不如科研人员。但事实上，他们长期

在临床一线摸爬滚打，深知临床亟须解

决的问题，加之兴趣使然，一部分医生便

试图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临床的问题，

进而逐渐成长为兼顾临床、科研、教学的

“多面手”。

这些人通常具有医学博士学位，他

们能够从临床和科研两方面汲取知识、

发现问题、激发创意，并及时将实验研究

得到的新诊断技术和治疗方法应用推广

到临床，因此也经常被看作是连接临床

医学与基础科学的“桥梁”。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 60年代，当时正

值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4 名几乎没

有或完全没有科研背景的年轻医生来到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 IH）报到，开始

作为美国公共卫生署（U SPH S）军官履

行兵役。这段为期两年的经历促使 4名

年轻的医生将科研纳入其职业规划。

最后，这 4名年轻医生取得了不凡

的成就：发现癌基因；开展最终促使他汀

类药物研发成功的研究；发现一个受体

家族，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 A）目前批准的所有药物中，有 1/3

以该受体家族作为靶点；更锦上添花的

是，他们获得了 4项诺贝尔奖。这四位

医 学 科 学 家 是 H arold V arm us、

M ichael B row n、Joseph G oldstein 以

及 R obert Lefkow itz。

但近些年，这一群体的发展状况却

不容乐观，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N IH 原主任 Jam es W yngaarden

就发出警告称，临床医学科学家将成

为“濒临灭绝的物种”。他表示，如今

N IH 批准和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员数

量依旧处于稳定增长，但美国医学科

学家数量仍然不多，并且呈现出了青

黄不接的局面。

目前，我国没有针对医学科学家的

官方统计数据，甚至连什么样的临床医

生才能称为医学科学家都还没有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群体大多是“外表

光鲜，内心辛酸”。他们忙于临床工作，还

必须挤出时间做科研、搞教学，同时还可

能从事一些行政管理工作，每天如同陀

螺一样不停地旋转。

医学科学家的培养并非靠“要我做”，

更多应该是“我要做”。科研兴趣是他们从

事科研工作的原动力，这尤其体现在医学

院校学习期间以及强化临床培训期间。在

这两个阶段，他们能够密集地接触基础科

学课程并获得各种科研机会。

如果说上述两个阶段属于让医学

生、年轻医生不断认同医学科学家身份

的阶段，那么一旦他们成为了独立的低

年资研究者，就进入了能否走上医学科

学家之路的关键期。因为在这个阶段，一

些年轻科学家需要面对家庭责任越来越

重、临床工作越来越多、职称评审越来越

严格等诸多问题。如果缺乏持续、强有力

的科研支持且不能获得有保障的科研时

间，年轻医学科学家的雄心壮志很可能

就会逐渐消磨。

当前和未来，我们依然面临严峻的

健康挑战，重振医学科学家队伍至关重

要。我们既然希望他们能够在实验室、手

术室、教室和家庭之间自由切换，就应该

给予他们自由切换的“资本”，这不仅关

系着你我的健康，更是全人类福祉的重

要保障。

医学科学家是“濒危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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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拥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

观点

临床医学科学家（Physician-Scientist）

是指那些具有医学学位的人，他们投入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努力研究生物医学的

未知领域。能够载入医学史册的医学大

师同时也是医学科学家，他们引领了医

学的发展。他们的研究方向以需要为导

向，使用的手段缜密和先进，在探索的过

程中执着和坚毅，对名利的诱惑淡然和

平静，胸怀宽阔。

临床科学家看似遥不可及，但他们

的科研素质、科研能力都是可以慢慢培

养的，最好从青年医生阶段就开始培养。

首先，青年医生应该有态度，即我要做，

将临床科学家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其

次要有素质（我能做）、有能力（我会做）；

最后还要有恒心。

科学家的素质中，开阔的眼界很重

要，它要求医生在纵向上了解本学科发

展的历史、临床实践方式的变迁等，从而

有可能推断未来的学科发展趋势。横向

上则应理解医疗价值链，理解临床和研

究的关系，理解病人预后的决定因素等。

武阳丰 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医学科学家在我看来泛指从事医学

领域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或者是用科学

方法研究医学问题的专业人员。由于历

史原因，我国仍有许多实际从事医学研

究但未曾获得过医学博士学位的人在工

作，因此临床医学科学家（Clinical

Medical Scientist，CMS）在我国应该是指

那些获得或曾经获得行医资格、目前部

分或全职从事医学科学研究的人。

一个合格的 CMS，既是一位合格的

临床医生又是一位合格的科学家，既需要

扎实掌握临床医学的理论和知识，也需要

具备面对未知进行探索和创新的能力。要

想成为一个合格的CMS，还必须接受和经

历严格的科学思维和实践训练。

医生的主要任务是运用科学知识去

解除患者的病痛，不是创造知识。但是，

必须有一部分医生承担医学科研的责

任，否则医学就会停滞不前。

栗占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

医学科学家首先是临床医生，其次

他会针对临床问题来进行研究，以达到

改进临床诊断和治疗的目的，即医学科

学家既做临床又做科研。

医学科学家首先要以解决患者的

临床问题为己任，善于从临床工作中发

现问题，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兴趣和能

力，当然，要有临床功底和自我驱动力。

科研的定义不应只限于基础研究，

临床个案及总结也是临床科学研究。科

研的目的是解决临床问题，要培养医生

基于临床的科研思维，这样才能有助于

改进诊治方法，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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