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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辰：“促防诊控治康”照护人类健康

院士之声

本报讯 “我们总是喜欢用药物

等一系列传统的方法来帮助恢复、维

护和增强健康，但体育作为医学和卫

生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恢复、维护和

增强健康过程中同样起到重要作

用。”近日，在第一届中国体育运动与

健康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

长王辰呼吁，未来社会要加大对体育

运动的关注。

王辰指出，健康是通过医学的原

理、卫生的行动所达到的一种目标、

一种结果，一种良好的民生状态，这

也是医学、卫生、健康三者之间的联

系。人类要想真正达到健康状态，不

仅要考虑自身，还要考虑周围其他生

物、生态环境的健康，只有人类与环

境相友好，才能够真正维持人类长远

的、更高水平的健康。

“没有绝对的完全健康人，每个

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不健康的因

素。”王辰表示，当代人生活方式一个

重要的变化就是摄入的多了，而能量

消耗又减少了，这种情况叫做代谢综

合征，像肥胖、高脂血症、高尿酸、高

血糖和睡眠呼吸暂停，等等。对于这

些疾病，运动实际上是最积极、主动

的预防手段。

“我们知道现在照护健康的手段

有六大类，分别是‘促防诊控治康’。

促，是健康促进；防，是疾病预防；诊，

是对健康和疾病状态的评估和判定；

控，是防止小病变大病、一个人的病

传多个人；治，是纠正病理和病理生

理状态；康，是急性病的治愈在时间

上快一点，让慢性病在长期存在的情

况下，动员机体的代偿能力使人的身

心和社会适应能力都得到提升。我们

称为健康照护的六字箴言。”王辰表

示，在这六个方面，体育可以担当不

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任务。因为体

育是一种真正对身体状态、身体健

康、身体能力、身体构架的培育。

那么该如何运动？什么情况下运

动？做什么样的运动？做多大强度的运

动？对此，王辰表示，必须要有科学的方

法。“这需要我们去研究。已有的运动方

式可以合理、科学地使用；我们还可以

发明一些新方式来增进人体健康。这是

人类社会发展中为了维护人类健康和

实现终极福祉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丁思月）

施一公：人才交流是科技发展根本力量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

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在 2023 中关村

论坛全体大会上发表关于科技共同体

的主旨演讲。他认为，目前，我国在推

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技合作和发展

的同时也面临障碍，那就是大国科技

竞争日益加剧。

在施一公看来，人才是破解合作

共赢难题的关键，尤其是顶尖人才。顶

尖人才、高水平人才只有进行充分交

流才能变得更强大，从而给世界带来

更高端的科学和技术。“民间交流、顶

尖人才的交流，是推动科技发展最强

大和最根本的力量。”

施一公表示，高质量的国际科技

合作与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并行不

悖、相互促进。他认为，当前，我国在创

新版图中的位势与大国地位并不相

称，开展广泛的国际科技合作，可以带

来更大的创新发展机遇。

国际顶尖人才的培养，将成为国

际友好往来的桥梁和交流合作的纽

带。施一公说，“人与人的往来互动，形

成融通开放的世界观，塑造多元化、包

容性的人文环境，增进理解与信任、消

除偏见和误会，为合作提供丰厚的土

壤，为世界带来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施一公表示，中国能更好地集聚

世界顶尖人才，得益于改革开放。自

1978 年改革开放到 2019 年底，中国

有近 650 万人出国深造，约 450 万人

学成回国、报效祖国。在他看来，中国

的留学生不仅极大丰富了中国的科

技人才储备，也推动了世界各国科技

的发展。

他列举了一组数字。就博士生就

业人数而言，2000 年中国为 9000 余

人，美国为 1.8 万余人；2010 年中国已

经达到 3.4 万余人，美国为 2.6 万余

人。“这个数字的对比可以看到中国对

世界的贡献。”施一公说。

但是，他也指出，中国仍面临顶尖

人才匮乏的困境。但中国政府奉行敞开

怀抱让人才自由流动的政策，使来自世

界各地的顶尖人才得以进入中国的大

学、科研院所发挥所长，造福全世界。

人才培养需要敞开怀抱加速人才

“外引”与“回流”，制定开放的人才政策、

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搭建宏大的事业

舞台，用好海外人才资源库，构建国内人

才“蓄水池”。施一公还表示，发展研究型

大学对于科技人才创新发展意义重大，

研究型大学要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策源

地、尖端科学技术的孵化器、顶尖科技人

才的集聚地，为开展广泛科技合作做好

桥梁、搭好平台、建好环境。 （田瑞颖）

施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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