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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医者应该有两只翅膀，

第一只翅膀是精湛的医术，包括科学

知识；第二只翅膀是厚重的人文情

怀，这是医学的特殊性。”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就

“健康传播”“医学人文”“鼓励青年科

学家”等话题接受采访时表示。

医学发展的转型与挑战

“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传播要先

行。”詹启敏认为，把健康工作作为一

个国家级战略积极推进，是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到今天要迈出的关键一步。

健康传播是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一块

坚实的基石。

2016 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

开并提出了“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

面小康”，同年我国颁布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

明确提出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把人民健康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过去十年间，

我国健康政策稳步推进，但医疗情况仍

然面临诸多转型与挑战。

第一，健康重心的转变。“过去以

疾病诊疗为中心，现在除了诊断和治

疗，国家战略全方位保障人民健康。”

詹启敏表示，传统医疗模式以医生和

患者的单一互动为主，而现代医疗模

式则更为综合，涵盖生理、心理、社

会、环境、工程等多领域因素。未来要

让更多人不生病、少生病、晚生病、生

小病，同时确保患者能看得上病、看

得起病、看得好病。未来的健康保障

需要树立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和大健

康的理念。

第二，疾病谱的变化。“如今我们

面临双重健康挑战。”詹启敏指出，一方

面是传统性肿瘤，如胃癌、肝癌、食管

癌；另一方面是现代生活方式引发的肿

瘤，如结直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

第三，新兴技术如大数据、生命组

学和人工智能的融合，正在深刻改变

着医疗模式。从医生与患者间的听诊

器距离，到如今的远程医疗、远程诊

断甚至远程手术，现代科学技术的快

速发展让医疗变得更加便捷，但也导

致医生与患者渐行渐远。詹启敏强

调，如何使医学的初心、温度更好地

越过物理距离传达给患者，让患者感

受到关怀，成为当前的一个新挑战。

在此背景下，詹启敏总结了医学

的三大属性：科学属性、社会属性和

人文属性。首先，医学是科学，它通过

探索人体规律、揭示疾病本质和创新

治疗方法推动其发展。其次，医学具

有社会属性。“健康是一个国家富强

的重要标志。”詹启敏提出，医学还具

有很强的人文属性，其诞生的使命就

是为人类消除疾病、促进健康、保障

生命的质量。

医学讲初心，实践谈温度

医学人文应贯穿医学教育的全过

程，因此对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医德的

培养及其人文课程和通识教育至关重

要。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良好的

通识教育对于促进医患沟通尤为重要。

詹启敏在提到医学的初心时，强

调了奉献、敬畏和探索精神，“第一是

超越生死、不计得失的精神；第二是

对医学事业的敬畏与执着；第三是医

学学无止境，在面对疾病的挑战时，

要永不言弃”。

偶尔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

安慰。詹启敏指出，医生真正能够在

实践中体现的是治愈。医学不是万能

的，不是所有疾病都可以被治愈，但

医者要努力创新，不断研发新方法、

新技术、新药物、新产品去治疗患者。

医学的内涵深刻而广博，不仅体

现在科学与技术的精确性，更蕴含着

实践中的温度与初心。詹启敏认为，

医学实践需要同理心与倾听、关怀与

安慰、尊严与尊重，以及责任与担当，

这些独特的“温度”构成了医学的人

文底色。

无论现代技术多么发达，医生与

患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有温度的。

“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百姓

最渴望看到的是两类人：一类是身着

绿色军装的解放军，另一类是穿着白

大褂的医务人员。当他们出现时，百

姓会感到有了希望。这是对我们职业

最高的肯定，也是医学白衣战士精神

的体现。”詹启敏说。

同时，医学需要尊重科学规律，谨

慎面对潜在风险，并坚守医学伦理与法

律的底线。在推进医疗进步的同时，医

学传播应先行：传播知识、传播医学发

展、传播医学创新、传播医学人文、传播

医学伦理和医学交叉知识，还要讲清楚

医学的局限性，这是一个医者的责任。

此外，了解医学史有助于汲取经验与教

训，成功的医患沟通则是医疗实践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这些要素共同构筑了医

学的责任与意义。

詹启敏还强调了跨国开展医学科

学研究的重要性。他指出：“通过促进

国际化的交流与合作，向世界讲中国

故事，分享中国医务工作者在临床诊

断和治疗方面的新方法、新突破，这

是我们的责任。”

他认为，打造国际一流的科研院

所，首要任务是提升其国际化水平，

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交互式的科研成果

平台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不仅能促进

科研成果的共享，还能推动人才的整

体发展与科学家之间的深度交流，从

而促进国际医学的发展。

“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中国不仅

能成为全球公认的医学大国，还将逐

步迈向医学强国之巅，使中国的医学

成就照亮世界，增进全人类的健康福

祉。”詹启敏表示。

医学初心表现在第一是超越

生死、不计得失的精神；第二是对

医学事业的敬畏与执着；第三是医

学学无止境，在面对疾病的挑战

时，要永不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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