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翰·哈迪：生物医学研究中国有机会
因本报记者 刁雯蕙

在近日举办的“可持续发展与开

放合作：科学共同体的责任”国际研

讨会上，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翰·

哈迪（John Hardy）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

国有机会在生物医学领域发挥领导

作用。

记者：在与中国的研究机构或科

学家的合作中，你在推动神经科学研

究中做了哪些有益尝试？

约翰·哈迪：多年以来，我一直与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叶玉如的团队合

作，我每年至少访问他们两次，对学生

进行交流和指导，并分享资源。我们有

两个目标：一是致力于实现阿尔茨海

默病更早期的精准诊断；二是更全面

地理解疾病的生物学机制，从而让我

们的现有疗法更有效、更安全。我们在

这两方面都取得了良好进展。

记者：你如何看待跨学科合作在

神经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我们如何

有效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约翰·哈迪：开放和交流研究数据

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这样我们可以

相互学习。英国通过创建英国生物样

本库等方式在数据共享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可以访

问匿名的临床和遗传数据，并验证他

们的疾病研究理论。而中国的优势在

于，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复杂的遗传数

据以预测疾病早期的风险，我相信未

来五年，我们将看到巨大的进步。

记者：结合当前的全球形势以及

你的研究领域，我们未来应如何加强

国际合作？

约翰·哈迪：我认为目前中国确实

有机会在生物医学研究中发挥领导作

用。过去 40 年来，美国确实引领了生

物医学研究的发展，部分原因是他们

向全球的优秀研究提供资助。但他们

现在停止了这种做法，这不仅仅是神

经科学和痴呆症研究方面，而是在多

方面都是一个悲剧。中国或许可以考

虑帮助填补这一空白，资助那些研究

中国感兴趣问题的国际团队。在此次

会议上，我也阐述这一观点。

记者：你认为全球科学界在神经

科学领域应优先关注哪些关键问题？

约翰·哈迪：我认为痴呆症及其

他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与气候变

化一样，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问

题之一，值得投入。我上次来北京

时参观了一个新规划的养老社区，

印象非常深刻。回国后，我将其作

为一个值得英国学习和借鉴的例子

进行了讨论。我认为我们的合作不

仅限于科学研究方面，也可以在老

年人和残疾人的规划方面加强合作

和学习。

院士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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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哈迪

本报讯“在中国数十万 1 型糖尿

病患者中，大多数患者每天要扎 7 次

手指测血糖、注射 4 次胰岛素，有

65%的患者经历过夜间严重低血糖的

生死时刻，但只有不到 20%的患者能

达到血糖控制目标。”近日，1 型糖尿

病专病大模型在安徽合肥发布，安徽

医科大学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

席教授翁建平罗列了上述数据。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 1 型糖尿病

专病大模型是国家科技创新 2030“癌

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

治研究”重大专项的核心成果，由安

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导推动，瞄准

1 型糖尿病诊疗痛点，由翁建平担任

首席科学家，联合高校科研团队和相

关企业协同研发而成。

1 型糖尿病专病大模型以“权威

知识中枢”“动态感知网络”“决策支

持引擎”三大技术支柱为核心，实现

了多项突破。一是集成 65 个专科场

景临床路径、135 部诊疗指南以及

2000 万份真实病例数据，构建起全球

最大 1 型糖尿病知识图谱；二是依托

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测 14 维

代谢参数，使异常血糖捕捉灵敏度达

99.2%，较传统方式提高 40%；三是可

生成膳食、运动、胰岛素调整等八大

维度个性化方案，推动诊疗迈入“千

人千策”精准时代。

“1 型糖尿病专病大模型通过多

学科交叉融合，将重构 1 型糖尿病

‘筛 - 诊 - 治 - 管’全病程管理闭

环，为患者打造贯穿预防、干预、康复

的全周期智慧化服务生态。”翁建平

表示。 （王敏）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学

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名誉院长樊嘉团队自主

研发的“人胆管癌 5 基因变

异检测试剂盒”正式获得上

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

标志着首个医疗机构自行研

制的体外诊断试剂盒（HDT）

获准应用于胆管癌患者精准

分子诊断。

为摆脱传统检测方法的

易漏检、周期长的困局，研究

团队采用 DNA和 RNA联合

检测的高通量测序技术，能够

同步检测胆管癌患者 5 个关

键基因的 DNA 突变与 RNA

融合变异。相较传统的单基因

检测方法，其总检出率提升

86%，平均检测时间从 17.6天

缩短至 5天。这一技术突破将使更多胆

管癌患者获得精准靶向治疗的机会，让

他们重燃生命希望。 （江庆龄）

1型糖尿病专病大模型
打造智慧化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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