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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代表

重视复合型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医科大学党委

书记张学围绕加强医学拔尖创新人才

自主培养这一方向，聚焦MD+PhD双

博士（医学博士与理学博士）学位教育，

提出了具有探索性的建设方案。

在我国，北京协和医学院于 1995

年设立第一个MD+PhD双博士学位项

目，聚焦医师科学家培养目标。

然而，当前我国在 MD+PhD 双博

士学位培养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张

学指出，首先，系统化设计不足。主要

由各高校自行设计实施，人才培养方

案、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各有特色，但

也存在对项目理解不够、认识不同、支

持不稳定、培养不系统、评价标准不统

一的问题。其次，自主培养路径不畅。

国内自行授予双博士学位的路径尚未

打通，因此国内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

MD+PhD双博士学位项目主要与国外

高水平大学合作，由国外高校同时授

予第二博士学位，培养成本高，存在培

养人才毕业后流失的问题。最后，交叉

融合不充分。我国少数高水平综合性

大学开展的 MD+PhD 项目仍由医学

院主导，培养重点聚焦于医学领域，对

“新医科”发展的导向性不足，交叉融

合深度和广度不足，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的支撑力度不够。

对此，张学建议由教育部牵头，相

关部门配合，统筹规划设计 MD+PhD

双博士学位教育模式，开创面向我国未

来医学发展的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体系，以复合型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助力教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

比如，严格遴选开展该项目的高校，

采取免除学费、提高奖助学金等措施，加

大政策与资源支持力度，针对国家急需

的交叉学科创新人才，明确培养方向，确

保高端人才按需培养。同时，要强化提升

MD+PhD双博士学位自主培养能力，充

分激发科教融汇活力，完善国家实验室、

国家科研机构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协同

培养新机制，探索资源共享、导师互聘、

学籍共属、课程共建、学位联授的双博士

学位培养新模式。利用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切实提升医学拔尖创新人才的国内

自主培养能力。此外，还要优化导师队伍

建设与评价体系，聚焦技术驱动、学科交

叉和“新医科”建设，面向全国遴选战略

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建立 MD+PhD专项

导师队伍。 （李羽壮）

张学

印遇龙代表

推动我国异种器官移植研究迈向新高地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

业生态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印遇龙建议，

我国应抢抓机遇，科学谋划异种器官移

植研究，确保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为未来医疗科技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基因编辑、克隆技术及免疫

调控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使异种器官移

植从理论探索逐步迈向临床应用阶段。依

托临床前及亚临床试验基础和医学伦理

发展，美国等国已成功实施多例猪肾、猪

心到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移植手术，其

中猪肾移植至人体的异种移植成功受者

存活超三个月。”印遇龙表示，我国在异种

器官移植领域急需国家层面的系统性规

划布局，尽快解决现阶段异种移植领域的

核心技术和产品储备不足问题，推动我国

异种器官移植研究高质量发展。

印遇龙院士团队已领衔开展了异种

移植医用猪相关研究，建立了一支包括基

因编辑、动物克隆、临床试验等涵盖研发

上下游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团队成员包括

首次成功敲除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异种

移植中的最大微生物威胁）的科研人员。

相关成果曾连续发表于《科学》，目前已成

功研发出具有高生物相容性和高生物安

全性的多基因编辑供体猪。

基于这些发展现状及研究优势，印遇

龙建议，由科技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

局等部门共同推动将异种器官移植列入

国家“十五五”重大项目专项；设立国家级

异种器官移植研究专项基金，攻克异种器

官移植免疫排斥、凝血功能障碍、病毒跨

种感染等关键科学问题；支持基因编辑供

体猪培育及异种器官移植临床前、亚临床

和临床试验的开展；在国家层面制定异种

器官移植管理规范与伦理审查制度，确保

异种器官移植研究，尤其是临床试验研究

的安全合规。

印遇龙表示，应整合异种器官移植

研究方面有丰富经验和丰硕成果的科研

机构及团队，开展多中心多团队协同攻

关，设立国家级异种器官移植研究平台，

形成我国自主的异种器官移植研究体

系。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我国

异种器官移植研究应结合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优化供体基因型、免疫抑制方

案，提升受体管理和监护能力，抢占异种

器官移植技术新高地。 （王昊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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