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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基础研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具

有重要战略地位。基础医学研究要尊

重科学发展规律和个人成才规律，要

有高度，更要落到实处，不断激发新

一代的基础研究人才对于原创领域的

热忱和批判性思维，使基础研究迈向

前沿技术，塑造科技发展新动能。”近

日，在第三届中国医学基础学科发展

大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党委书记、副院校长邓海华表

示，医学教育要与高水平医疗、科研

平台深度开展科教融合的“三高”培

养，利用高水平的科研平台、高水平

的医学科研人才团队，将优秀本硕博

学生培养成高水平的具有创新精神的

拔尖人才。

据悉，此次会议以“筑根基、促创

新、济民生”为主题，与会院士专家围

绕医学基础学科建设、医学基础教育

和基础研究前沿等方面进行了现状分

析和发展趋势等战略研讨。

提升对基础研究重视程度

近年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人民

健康和面向人民健康的科技创新。科

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斗争的锐利武

器，科技创新能否多元，基础研究是

关键。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司长、新

药创制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刘登峰认为，应从以下四方面开展

基础医学研究。第一，基础学科领域

的科技工作者要扛起基础研究和原始

创新责任，打通基础研究、转换研究

和临床研究的通道；第二，加强政策

供给，为基础研究创造良好创新环

境，同时完善投入机制，发挥好制度

政策价值的驱动和牵引作用；第三，

统筹推进科技人才激励一体化，坚持

走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之路；第

四，加强管理，营造健康规范的基础

医学研究良好环境。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

宝贵资源，而高校在科技创新方面是

绝对的主力军，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中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

重要作用。”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

司司长周大旺指出，要完善高校科技

创新机制，提高成果转化效能，统筹推

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发展，为

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

养急需人才。

倡导共病研究范式改变

在第一天的主旨报告环节，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在题为《以健康

和共病队列为医学研究开源》的报告

中指出，现代医学正在发生深刻转

变———由单病到共病，由疾病到健康，

由个体到群体，由当下到长远。

王辰表示，共病（多种健康问题或

疾病存在于同一个体的状态）研究是

现代医学面临的重大问题与未来方

向，但全球对共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

阶段，正在进行方法探索。

“当前，医学研究在共病问题上需要

转变观念、理论、研究和医疗范式。医学

界应当以人体作为构造与功能单元进行

研究，开展大规模人群多维多元长程研

究，才能看清共病的真实状况。基于现实

世界数据驱动的多维研究将成为共病研

究的主体范式。”王辰说。

近 40 年间，疾病的种类已经从

5000 种增加至 5.5 万种，慢病持续高

发，医疗负担不断加重。为了破解全球

面临的医疗困境，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琦指出，亟须重塑医学的目的与朝向，

从疾病医学转变为健康医学、从“治已

病”转变为“治未病”。

王琦强调，要进一步推动中医药

与西医药的有效结合，将基础研究与

临床研究同时做好，确定以健康为中

心的新优先战略，加快实现健康中国

的进程，为人类健康提供中国智慧和

方案。

当前，我国医药行业在研发、突破

性创新方面仍存在一定提升空间。首

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梅林

着重介绍了首都医学科学创新中心的

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

加强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

在第二天的主旨报告环节，北京

大学教授、未来技术学院院长肖瑞平

重点介绍了利用 β 受体新靶点治疗

心力衰竭的新策略，以及 MG53 蛋白

突变体用于心梗急救药物和抗泌乳素

受体（PRLR）单抗药物研发两项工作。

结合上述两个药物的研发过程，

她指出，要针对真问题、大问题、临床

未满足问题找机制，从机制中找靶点，

从而开发新的药物；同时，产教融合是

适合国情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副院校长王健伟则结合自身在公

共卫生领域多年的工作经验总结了

对传染病防控的认识。他表示，从伴

随人类文明产生的瘟疫到当前的新

发突发疾病、从人体感染的现实到人

工智实现仿真病毒的虚拟、从基础研

究到与临床相结合，这些都直观全面

地呈现了传染病的发生、发展及未来

有效的应对措施。

王健伟认为，应对新发传染病是

一项长期任务，迫切需要更多科技力

量的投入，以多学科的协同发展提升

科学应对传染病的能力，特别是加强

病原检测鉴定技术以及药物疫苗的研

发，下好“先手棋”。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

员、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院教

授李文辉是乙肝和丁肝病毒受体

NTCP的发现者。他指出，基础研究为

疾病机制以及药物研发提供了新工

具、新想法与新机会。

随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

授、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健康

研究院执行院长周荣斌，上海交通大

学病理生理学系主任、细胞分化与凋

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钟清，美国

杜克大学医学院冠名讲席教授王前奔

分别围绕“危险信号感应与无菌性炎

症”“钠过载死亡的定义和功能”“前列

腺癌研究”进行了报告。

促进产学研用相结合

会议还举行了 “产学研融合发

展”集体签约仪式。中国医学科学院基

础医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基础院所）所

院长、血液学研究所所院长程涛主持

签约仪式。

在“科教协同育人合作项目签约”

环节，基础所院与浙江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四川大学、中南

大学、南方医科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重庆医科大学签署合作协议。根据

协议内容，基础所院与各高校将进一

步促进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紧密互

动，充分发挥基础所院的平台优势和

专家力量，携手探索更加高效、务实的

协同育人模式，为培养更多具有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医学人才贡

献力量。

在“研企协同育人战略合作签约”

环节，基础所院与北京三元基因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

术集团股份公司等签署合作协议。基

础所院将与上述企业或新型研发机构

在科学研究、知识产权与成果转移转

化、人才培养实训基地等方面开展合

作，充分发挥基础所院前沿知识、研究

深度和人才优势，提升企业的基础应

用研究能力，为大健康产业提供强大

的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支持。

在会议闭幕式上，程涛表示，与会

专家们探讨了医学基础学科发展的机

遇与挑战、分享了研究领域的前沿成

果，共同促进了医学科技创新发展。

科教协同育人合作项目签约现场。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研究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