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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科研工作要主动回应现实

问题，尤其要加快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

的转化，不应在两者之间反复空转，需

要找准问题、快速转化。”中国科学院院

士高福在近日举办的第 778 次香山科

学会议上说。

会上，高福表示，近年来，学术界的

一个趋势是“为了发表而研究”，而不是

“因为问题而研究”。这导致“有时论文

发了，产品却没了，科研陷入空转，浪费

了国家资源”，国外也有不少科学家认

为如此一来“只能生产一堆学术垃圾”。

对此一些国家已开始批判这类“看起来

热闹、实际上没用”的产出。他说，这虽

是外部声音，但也值得国内反思。

在高福看来，科研之道，应为解题

之道。

“题”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道题，是

做基础研究，要实现理论突破、改写教

科书；第二道题，是直接做为人民服务

的产品。

“不能为了发文章而搞研究，而是

为了研究问题才写文章。”高福说，“如

果一个项目既不能推动学术原理，又

不能落地解决实际问题，那就要问一

句：我们为什么要做它？”

“医学研究不能一味追热点，发完

论文就‘刀枪入库’。如果医学科学问

题不从临床来，将会培养一批只会写

论文的科学家。”高福说。

除了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高福近年

来还将大量精力投入到科学传播中。

“我现在近一半的工作时间都在做科普，

今年要写 5本面向娃娃的科普书。”。

高福强调，科学普及和传播工作对

纠正公众误解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

一些公众对科学信任度降低的原因就是

大量“伪信息”“假科普”在网络上传播，

研究病毒的他将此称为“信息流行病

（infodemic）”， 并 提 出 “ 信 息 病 毒

（Inforus）”的概念。他认为，科普工作就是

抵御这种“信息病毒”的“疫苗”。

同时，高福也在积极推动学术传

播平台建设，他与其他学者共同创办

学术期刊 。“其中‘h’代表健康

（healthy）、 快 乐 （happy）、 和 谐

（harmonious）。”他说，学术期刊在 21

世纪应承担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尤其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科学传播要

注重提升“科学性”与“可信度”，为公

众提供权威、准确的科学信息。

“不能因为科学被质疑，就让科学

退后。科学不能退后，科学正是解决问

题的出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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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报实习生 宋书扉 记者冯丽妃
高福：科研之道，应为解题之道

高福

“没有前沿技术的发展就不可能

做好微创手术，这是一个科技为医生

赋能的时代。”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主

任、国家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主任唐佩福在 2025 中关村论

坛年会———医疗 AI 创新与发展论坛

上表示，手术智能化的本质是范式的

革新，“手术智能化希望实现的是复杂

手术简单化、简单手术标准化、标准手

术工程化”。

骨盆骨折在创伤骨科中较为常

见，以病死率高、致残率高、手术难度

较大为特点。过去很长时间，骨盆骨折

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选择，因出血量大、术后感染率高，病

死率一直居高不下。

唐佩福表示，过去致伤暴力和手

术损伤造成了患者生理结构和生理环

境的双重破坏，“看不见、对不准、不安

全是彼时包括骨盆骨折在内的骨科治

疗技术最大的难题”。

骨科医生最理想的骨折治疗方法是

什么？不用切开，骨折解剖复位，并且辐射

小甚至无辐射……顺着医学发展的脉

络，唐佩福将理想的骨折治疗总结为“微

创、精准、安全”三个原则，即集不切开的

西医和接得准的中医于一体。

从大切口手术到微创手术，骨科

治疗逐渐走上了工程化、智能化的道

路。论坛上，唐佩福提到因车祸导致严

重骨盆骨折的患者李飞翔（化名），在完

成脾脏、膀胱等多个脏器手术后，如果

继续按照传统的开放手术进行 5~6 个

小时的骨盆缝合手术，对于极度虚弱的

李飞翔来说，风险是极大的。

但唐佩福带领团队在机器人的辅

助下创造了新的可能。监视屏幕上实

时显示骨折复位的状态，骨折复位器

材顺着预设的路径精准解锁，仅仅依

靠在比筷子略粗的 4 个小洞中嵌入的

4个螺钉就能精准实现骨盆的复位。术

后仅仅经过 3 个月的康复训练，李飞

翔就可以正常行走。

展望未来，唐佩福认为，骨科治疗

或许能够以智慧手术室为基础，以手

术床作为核心枢纽工具，打造模块化

搭建、智能化分析、精准化执行的微创

骨科解决方案集群。

随着人工智能、增材制造等新技

术的发展，智慧骨科是一个不可阻挡、

不可忽视的趋势。唐佩福认为，要推动

医工融合，在政府的支持下，与产业界

共创数智骨科未来，“于变局中开新

局，向科技创新要答案”。

（文章来源：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

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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