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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脑科学与脑疾病学术年会暨 2024年度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宣武）学术会议召开

如何勾勒我国脑科学发展的壮阔蓝图与未来航向？

“脑科学领域不仅引导着人类拓展

对自身的认识和对科学前沿探索的深

度与广度，还蕴藏着巨大的产业机遇

和发展潜力，成为当今备受关注的生命

健康话题。”近日，在 2024脑科学与脑

疾病学术年会暨 2024年度国家神经疾

病医学中心（宣武）学术会议上，首都

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表示，随

着“健康中国 2030”和“中国脑计划”两

大国家战略的加速推进，以及脑科学领

域交叉融合的持续发展，人类对脑科学

前沿的探索不断深入，脑科学与类脑智

能已成为国家“十四五”期间重点布局

的科技方向之一。

特别是随着全球老龄化趋势的加

剧，脑科学与脑疾病研究已然是当今医

学探索的热点与前沿阵地。回顾我国

在神经系统疾病领域取得的令人振奋

的成就，这离不开政府、专家及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

未来，如何勾勒我国脑科学发展的

壮阔蓝图与未来航向？与会专家围绕

此次会议的主题“脑创未来，科技赋

能”展开了讨论。

脑科学研究是“要地”

“此次会议顺应‘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多角度探讨脑科学与脑疾病

领域的方向、挑战与机遇，并创新转化路

径，为与会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交流机

会。”中华医学会纪委书记梁春琦表示。

据首都医科大学党委书记呼文亮

介绍，目前首都医科大学已成立脑重大

疾病研究中心，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

已正式实体化运行。他表示，作为国家

神经疾病医学中心主体单位之一，宣武

医院在国家神经疾病科研领域担当领

头羊角色，引领首都医科大学脑科学与

脑疾病研究进入全新阶段。

生命科学和医药健康直接关系到

百姓福祉，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持续推进

健康战略，将脑科学研究作为重点。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陈航表

示，宣武医院一直积极推动脑科学和神

经学科医学创新与成果转化，雄安宣武

医院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一

环，已顺利完成超千台手术，为高标准、

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提供了有力的医

疗保障、充分发挥了行业引领作用。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副司长陈俊希

望，宣武医院等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

能够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

和临床研究的结合，推动神经疾病诊疗

技术的创新和成果的转化落地。

目前，宣武医院与清华大学正开展

深入合作，在脑血管病防治和脑机接口

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然而，

这一领域仍面临许多未知的挑战。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

辉强调，国家医学中心应肩负起责任，

为政策制定、模式优化等提供科学证

据和坚实基础，助力国家战略实施和

健康中国建设。

为脑卒中防治提供路径

会上，与会专家共同见证了国家卫

生健康委卒中防治百万减残工程专项

任务———“健康中国 卒中识别行动”建

设方案发布。发布仪式由宣武医院党

委书记管仲军主持。

首都医科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吉训明指出，中风识别行动针对

影响我国国民健康的最主要危害病

因———脑卒中，按照多部门协同、健康

融入万策的指导思想，探索建立“中风

识别 +防治行动”工作机制。针对基层

普遍缺乏识别和救治能力的现状，依

托现有的卒中防治工作体系，聚焦为

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赋能。针对民众联

合教育、工会、残联、民政等部门，重点

开展高血压、脑卒中等慢性病预防和

治疗知识的科普宣传；针对医疗机构

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提升对于脑卒中

的早期识别、科学转运、康复及随访管

理的培训力度，建立畅通渠道实现技

术下沉。

据悉，国家百万减残工程专委会遴

选了全国 38个区县地区，经过 1年多

的试点建设，试点地区人群高血压、脑

卒中等知晓率、脑卒中急性期患者规

范转诊（卒中急救地图）使用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脑卒中

防治能力都有了明显提升。

此外，《中国神经疾病科研报告》同

期正式发布。该报告由国家卫生健康

委指导，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首都

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牵头，联合全国多

家权威医疗机构，与爱思唯尔合作编撰

完成，全面剖析了 2013至 2023 年间全

球神经系统疾病领域的科研成果，展现

了我国在九大疾病领域，特别是帕金森

病等领域的成果。不仅为国内外专家

及公众提供了深入了解我国神经疾病

科研成果的窗口，也为政府决策提供

了重要参考。

多学科“协同”共探脑科学

随后的主旨报告嘉宾分别是中国

科学院院士赵继宗、时松海，百度首席

技术官、国家卓越工程师奖获得者王

海峰，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控制中心

主任、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

赵继宗在题为《脑语言功能区定

位》的报告中介绍了人类对自身脑功能

分区、对脑语言功能认知的变迁和深

化，并深入讲解了针对“二语习得语言

区”开展的最新研究方法和前沿进展，

并就脑语言区功能重塑性临床研究进

行了分析。

时松海在题为《大脑发育与功能》

的报告中分享了大脑皮层中神经元和

胶质细胞的有序组装和精准调控机

制，详细介绍了如何通过小鼠实验了解

哺乳动物大脑发育和功能的核心流程

与关键特性，探讨了具备高效且强大功

能的大脑组装与运行的基本规律，并对

未来解析大脑、模拟大脑和打造新体系

的前沿研究方向进行展望分析。

王海峰的报告题目是《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新动能》。他指出，深

度学习的发展受到生物神经网络的启

发，大模型的进步使人工智能技术更加

通用、能力更加全面，为通用人工智能

带来曙光。以深度学习和大模型为代

表的人工智能快速进步，对科技创新

产生颠覆性影响，能够与科学计算、生

物计算、医学等结合，推动科研快速发

展，促进千行百业转型升级，助力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

王拥军的报告题目是《构建国家化

临床研究生态》。他指出医学研究的目

的是改变临床实践，同时讲述了国家中

心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深刻阐述国家中

心的临床导向、国家需要、国际地位、

产业支撑四大方向，并从全球视野出

发，结合实际案例，深入剖析了构建国

际化临床研究生态的关键要素。此外，

他还介绍了在中国脑血管病、缺血性卒

中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指出开展临床研

究应当肩负使命担当，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解决社会切实需要。

据悉，此次会议由中华医学会杂志

社、中华医学杂志编委会、国家神经疾

病医学中心以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院共同主办。主旨报告结束后，与会专

家分别围绕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AI

时代的神经变性病诊疗等 12个分论坛

专题展开讨论。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

展 2024 年第七版新闻记者证全国

统一换发工作的通知》（国新出发

函〔2024〕176号）、《新闻记者证管

理办法》的有关要求，中国科学报

社已对《医学科学报》新闻记者证

持证人员进行逐一核查，现将拟换

发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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