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晓东

合作是开展科研的重要方式，随

之而来的也有“付出”和“回报”间的

计较。

“我不喜欢什么‘滴水之恩当涌

泉相报’，这是错误的价值观。”在日

前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举办的新型

医学研究人才培养论坛上，北京生命

科学研究所所长、百济神州创始人王

晓东如是说。

王晓东出生于 1963 年，41 岁时

就当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成为美国

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2013 年入选中

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论坛上，有学生提问成为优秀创

新人才需要具备什么特质？他分享了

自己的看法。

王晓东认为，做科研要有广阔的

心胸，“所谓广阔心胸就是不要事事计

较。比如，今天你成为第一作者了，明

天就轮到我做第一作者了；今天我帮

了你，你为何对我没有什么表示……”

在他看来，合作是人与人之间的

正常行为，尤其是大家为共同的科学

事业而奋斗。此外，王晓东还提出，很

多科研成就大的学者有两个特质，一

是“有一说一”，二是不仅仅对自己做

的科研感兴趣。

“有一说一，就是要成为一个

honest person。”王晓东说，做科研的大

忌，就是面对事实时被其他诱惑左右。

面对科研生涯中的各种抉择，他认为

首先要对自己的发现，包括别人的发

现有批判性思维。

而对于科研兴趣，王晓东认为不

能局限于自己所做的研究。

“只对自己的课题感兴趣，对同

实验室别人的课题不感兴趣，这样的

人只能当技术员，什么时候对实验室

其他人的课题感兴趣，你就可以当

PI，你要是对隔壁实验室也感兴趣，人

家做点啥你都很兴奋，你就可以当所

长……”王晓东举例说。

学生时期，王晓东每逢周末便会

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阅读文献，虽然很

多研究与自己所做的并没有直接的关

系，但他会跟随自己天然的兴趣去阅

读，“就像翻阅武侠小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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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东：科研合作不要事事计较

院士之声

乔 杰

“当前，促进女性生育力，是提高

人口生育率的基点所在。”中国工程

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在

近日举办的 2023 医药创新和科技前

沿论坛上表示，我国新生儿人口数量

近 5 年内下滑约 40%，2022 年全国出

生人口共 956 万人，“预计 2023 年出

生人口数约为 700 万～800 万。”

乔杰称，现阶段，育龄女性生育

力堪忧，个中原因包括育龄女性数量

进一步减少、不孕不育率提升、不良

妊娠高发等。

为此，乔杰表示，提高育龄女性

生育能力需要从三方面整体看待。第

一，在生育力的形成方面，由于人类胚

胎发育异常的病例中有 90%的病因不

明，还需要在新基因和新转录本等基

础领域做深入解析。第二，在生育力

维持方面，针对卵成熟、胚胎着床障碍

等疾病仍缺乏追根溯源的治疗手段，

这需要进一步明确评估与干预相关靶

点。第三，在生育力的重塑方面，临床

体系的建立至关重要，“这涵盖了一些

肠道菌群改善生育力的新策略，比如

搭建高通量药物筛选平台、受体相关

功能研究平台，以及活性代谢产物挖

掘和菌株筛选与培养等”。

技术发展也是制约因素之一。乔

杰指出，我国辅助生殖医疗器械的国

产化程度目前仍然较低，遗传诊断试

剂、生殖障碍治疗药物、辅助生殖技

术培养液等国产化程度不足 14%、5%

和 1%。未来，不仅要逐步提升辅助生

殖第二类医疗器械的市场占有率，还

要谨防辅助生殖第三类医疗器械发生

断货、缺货，及出现生物安全风险。

乔杰还指出，目前针对妇女、儿童

健康促进及疾病防治研究成果产出不

足的现状，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同时，

相关进口医疗器械、耗材等的高昂费用

和在临床的高频使用，也成为该领域医

疗费用居高不下的一大原因。“为解决

这些问题，下一阶段，我们应聚焦在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临床急需产品的研

发上，针对这一领域重大需求的项目布

局及考核指标设置有待加强。”

此外，中国在辅助生殖服务方面

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为了提高辅助

生殖服务的普及率，中国需要加强政

策支持和法规制定，提高人们对辅助

生殖服务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同时，

加大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研发和国产化

力度，降低相关服务成本，也是提高渗

透率的关键。通过这些努力，中国有

望在未来实现辅助生殖服务市场的进

一步发展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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