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球卫生健康领域，人类面临着

诸多严峻挑战。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

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不断增加，人口老

龄化导致慢性病问题日益增加，环境恶

化也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而生物武器

的潜在风险也给全球卫生安全带来了

新的挑战。面对上述一系列挑战，我们

需要共同关注，采取行动并抓住机遇。

生物医学工程是结合物理、化学、

数学和计算机与工程学原理，开展生物

学、医学、行为学或卫生学的研究，开发

创新的生物学制品、材料、加工方法、植

入物、器械和信息学方法，用于预防、诊

断、治疗、康复、改善卫生状况等目的。生

物医学工程的创新已在应对全球卫生

健康挑战中发挥引导作用，比如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能够为公共卫生政策的制

定提供科技支撑，远程医疗的发展能够

进一步扩大全球卫生治理的覆盖范围，

而基因编辑技术则为疾病治疗提供了

新的可能性。

未来，我们需要以人才、技术研发

以及医疗器械成果转化为核心要素，制

定并采取一系列推动策略，即构建人才

培养的体系、打造精英团队，增加研发投入、研发新药

和更为先进的医疗器械，加快创新医疗器械科技成果

的转化、商业化和应用。

那么，为了更好地提升全球卫生健康水平，生物

医学工程应该朝着以下 5个方向创新发展：

一是聚焦肿瘤精准诊断治疗，推动肿瘤超早期诊

断与精准治疗技术的研发。二是在脑科学研究领域取

得突破，开展全脑在体单神经元实时成像分析技术的

研发，为脑科学研究提供新方法。三是针对重要器官

的损伤修复，开展仿生制备、生物打印、类器官实时监

测等新技术的研发，探索器官相互作用机制并构建新

药筛选平台。四是人工智能与生物医学工程融合，开

发AI赋能的创新医疗器械，建立多学科交叉创新团

队，在创新医疗器械、高端科学仪器设备、合成生物学

等方面取得成就。五是先进生物医学材料的创新，如

3D打印生物材料和干细胞用于复杂组织和器官的再

生，而利用生物陶瓷干细胞作为神经结构生物墨水，

可为解决中老年人群常见的骨折和骨裂等问题提供

新的解决方案。

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创新合作模式，深化生物

医学工程领域的国际和地区合作，以应对全球健康挑

战，与国际社会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

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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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障乳腺癌患者的

心理健康？第一，定期进行

乳腺癌筛查。第二，乳房重

建有利于增强女性患者的自

信心。第三，家庭给予充分

的关爱。第四，多培养乳房

再造专科医生。

2017年，王艺团队发

布了一项 6~12 岁儿童孤

独症的全国流行病学调

查。结果显示，6~12岁儿童

孤独症的患病率是 0.7%，

男女比例是 4.11，同时

共患病率达到 68.8%。

5 月 6 日，由北京燕创慈善基金会主办、中国人

体健康科技促进会乳房再造专业委员会承办的新希

望·心同行 - 乳房再造“援”梦公益救助行动（以下

简称公益行动）八周年主题活动在京举行。

2024年《柳叶刀》乳腺癌重大报告指出，乳腺癌是

目前全球最常见的癌症之一。截至 2020年末，5年内

确诊乳腺癌的带病生存女性有 780万人。根据 2022年

国家癌症中心的最新统计，中国乳腺癌新发病例数为

35.72万例，在女性癌症中仅次于肺癌，占比为 15.6%。

乳房再造手术作为乳腺癌治疗过程中的一个重

要环节，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医疗技术层面。

它不仅是一种医疗手段，也是一个情感支持的过程，

能帮助女性患者重建自信、治愈心理、表达情感、自

我接纳，获得社会支持。

但在现实中，我国仅有约 1%的乳腺癌患者选择

了乳房再造。鉴于此，公益行动于 2016 年正式启幕。

随后，国内一批从事乳房再造的医生加入此公益行

动，并倡导将 5 月 5 日定为“乳房再造日”，寓意为让

乳腺癌患者“无癌无忧，无缺无憾”。

为进一步了解乳房再造对乳腺癌女性患者的重

要意义，增进全社会对该技术的认识，《医学科学

报》在活动现场采访了各位专家。 （详见 3~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