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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决定发表名为《科学发展报告》的年度 系列报告
,

不 断综述世界科学进展

与发展趋势
,

评述科学前沿与重大科学问题
,

报道我 国科学家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
,

介绍科学在我国实

施
“

科教兴国
”

与
“

可持续发展
”

两 大战略中所起的作用
。

并向国家提出有关中国科学发展战略和政策的

建议
,

特别是向全国人大和全 国政协会议提供科学发展的背景材料
,

供高层科学决策参考
。

《报告》每年

采取的框架大体 固定
,

但内容与重点有所不 同的方式
,

每一期所表达的科学内容
,

并不能体现科学发展

的全部
,

而是从当年最热 门的科学前沿领域中
,

从当年 中外科学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中
,

选择一些进行

介绍 与评述
,

进而逐步反映世界科学发展的整体趋势
,

以及我国科学发展水平在其 中的位置
。

科 学是技术的源泉和先导
,

是现代文明的基石
,

关注 它的发展并敏锐地洞察其趋势
,

将有助于每一

位科学家对未知世界的认知
,

对真理的探索
,

以及对其学术生 涯中研究思路与方法的启迪
。

我们觉得
,

《报告》内容具有很高的方向性境界
,

在征得《报告》课题组叶小 梁组长和各位作者的 同意之后
,

本期
“

专

题讨论
”

摘录和节选了《报告》的部分文章
,

专题讨论形式推赠给广大读者
,

这有助 于我们在 中医药现代

化研究中把握科学技术的整体脉络和进行前瞻性思考
。

在此
,

我们对于《报告》课题组各位作者所给予

的支持
,

对于科学出版社领导所给予的版权无偿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

!卫世纪医学发展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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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世纪末 的时候
,

曾有人预测 !# 世纪医学

发展 的前景
。

但没有人想 到后来 会出现化学药品
,

更没想到我们会有基因工程
。

!# 世纪 ∃# 年代
,

一家

大医药公 司组织 了 ! # 多位知名 医学家预测医学 的

发展前景
。

他们预测到 ! ## # 年时
,

一是艾滋病
、

麻

疹将被消灭 ( 二是癌症 的治愈率提高到 ! ) ∗( 三是

多数 状况下冠脉搭桥术将被 微创技 术或溶栓药物

治疗所取代
。

这只是预测 �∗ 年后的事情
,

偏差竟然

那 么大
,

要是预测 �# # 年又会怎么样呢 + ��  � 年诺

贝尔奖获得者 ,−. /0 1 预言生物工 程研究在未来并

不会给医学带来多大的利益
,

即使它们能带来利

益
,

也只不过是锦上添花
,

而不是雪中送炭
。

这与后

来实际发生的情况差别实在太大了
。

如果要我展望

与预测 !� 世纪医学发展的话
,

我愿意做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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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

!� 世纪 医学的发展依然取决于整个现代

科学的发展
,

未来医学上突破性的进展有赖于与其

他 学科 的交叉 与结合
。

!� 世纪将是生 物医学的世

纪
,

但生物医学成果 的取得
,

不仅取决于生物学家

与医学家的努力
,

而且
,

甚至更大程度上
,

取决于数

学
、

物理学
、

化学
、

计算机技术等的发展及其与生物

医学的结合
。

就拿信息科学来说
,

其与医学的结合

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

远程医疗将得到普及
,

智

能机器人用于诊断与治疗 已初见端倪
,

生物信息学

不 仅将用 于大量生物 医学数据 的处 理
、

分析 与储

存
,

而且将直接融于医疗技术中
。

第二
,

!� 世纪 的医学一定会越来越重视有关 复

杂系统的研究
。

长期 以来
,

现代医学遵循现代科学
“

还原论
”

的模式进行研究
,

对人体微观的了解越来

越深人
,

分析研究越来越细
。

但人体是一个复杂系

统
,

作 为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单元的细胞也是一个

复杂系统
,

只有将分析研究与综合研究结合起来
,

才
一

有可能完全 了解人体
。

人们并不是不知道综合研

究的重要性
,

只是缺乏实施综合研究的条件
。

临床

流行病学研究与循证 医学的提出
,

只是在 目前条件

下医学家不得 已而选择的医学综合研究措施
。

!� 世

纪随着人类基 因组学 与蛋 白质组 学研究 的不断深

人
,

人体复杂 系统的组成 元件将得 到足够的信息

量
,

加 上数学与计算机技术 的进一步发展
,

复杂系

统研究方法 仁的突破
,

人们将有 可能在人体与细胞

复杂系统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

随之将使医

学得到一次新 的 乞跃
。

日本与美国的科学家相继依

据海量的生物学信息
,

采用计
一

算机技术
,

在计算机

上模拟细胞代谢等生命活动获得成功
,

大大增强了

人们对自身生命复杂系统研究 的信息与决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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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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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治疗方法基于纠正单一致病 因素
,

尽

管对 有些疾病取得好 的疗效
,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
,

难免引起复杂系统中其他因素的改变
,

这些改变或

者影响疗效
,

或者产生不 良反应
。

在这种作用下
,

人

们很 自然的试 图采用天然 药物或从 长期实 践 中总

结与产生的一些治疗方法
。

因此
,

近年来补充与替

代医学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与重视
。

中医药经过

几千年的实践与发展
,

无疑是补充与替代医学 中最

为绚丽的瑰宝
。

中医药一经与现代科学相结合
,

必

将对 现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 另一方

面
,

现代科学 的发展
,

也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创造 .

很好的条件
。

第四
,

医学伦理学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

! � 世纪

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
,

将使很多原来不可想象的事
Ι

清得到实现的可能
。

但要不要去做这些事情
,

则将

是非 常复杂的问题
,

涉及 的面很广
,

只能举下 面这

些例子
Α

∀�∋ 关于基 因歧视问题
。

越来越多易感基因的

发现
,

使人们对自己容易得什么病有一 个清醒的认

识
,

极大地有利于对这些疾病 的预防
。

但与此 同时

也带来 了严重 的基因歧视 问题
。

例如一 个女孩如发

现乳腺癌易感基因
,

就可能找不到对象 ( 另外
,

保险

公司可能不愿 意接纳她的投保 ( 找工作时也可能没

人会要她
。

最后
,

她整天为是 否得乳腺癌而提心 吊

胆
,

与不知道这 一易感基 因而突然得 乳腺癌相 比
,

可能生活质量更低
。

∀!∋ 关于基因修改问题
。

随着基 因技术的发展
,

人类完全有 可能修改 自己
,

特别是后代的基因
,

这

对预防与治疗疾病
,

对人体性状 的改善
,

是非常诱

人 的
。

但与此 同时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

首先是对

整个人类的危险性
,

假如在修改基因的过程中
,

产

生出一种新 的毒性强并传播快的生物病原体
,

而人

类对此病原体尚无准 备
,

那么就有 可能给人类健康

带来很大 的威胁
。

此外
,

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
,

改变

一个基 因后会 不会引起 一 系列 其他基 因结构 或功

能的改变
,

在未搞清楚整 个系统的情况下
,

改变 单

一基 因自然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
。

再则
,

还有 一

个更根本的哲学 问题
,

就是什么是好的基因
。

例如
,

从技术上讲
,

完全可能修改基因
,

得到
“

漂亮
”

基因
、

“

聪 明
”

基因
,

但如果人人都变得漂亮 了
,

漂亮还存

在吗 + 如果人人都变得聪明了
,

聪明还存在吗 +

∀∗ ∋ 关于医学的根本 目的
。

医学 的目的常常被

认为是治好疾病
,

最 多也是加上预防疾病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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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生活条件与医疗条件下
,

人们的平均寿命得

到显著的延长
,

但与此同时
,

老年痴呆越来越多
,

肿

瘤病人越来越多
,

糖尿病
、

骨质疏松症
、

风湿症等慢

性疾病患者越来越多
,

很多老年人长期生活在痛苦

之 中
。

现代医学面向一个一个现有条件下可 以诊断

的疾病
,

常常是找到一种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
,

却产生与发现更多的疾病
,

而且对亚健康状态置之

不理
。

其实
,

医学的根本 目的应该是保障人类持续

的健康
,

而健康的概念 应该是
“

一种躯体
、

精神与社

会的完好状态
” 。

看似很简单的道理
,

但在面对具体

问题 上却不 是那 么简单
。

医生们常常为了挽救生

命
,

不惜 昂贵的花费
,

但常常换取 的只是病人更大

的痛苦和苦恼
。

而不是真正的健康
。

如果从维护健

康这一医学的根本 目的出发
,

那么关于
“

安乐死
”

的

争论大概就比较容易得到统一
,

我国对确定
“

脑死

亡
”

为死亡标准的反对声音也不会那么强烈了
。

∀&∋ 关于 医学公平的问题
。

现代医学 的发展
,

一

方面大大提高了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效率
,

另一方面

也使医疗费用飞速增长
。

即使在经济发达 国家
,

财

政能力与公众 福利费用 的增加也难 以满足 医疗支

出的增长
,

在发展中国家
,

矛盾就更为尖锐
。

有限的

医疗资源 只能满足少数人的需要
,

这就使医疗公平

问题变得异常尖锐
。

是首先满足有钱人 + 发达地区的

人+ 病重的人 + 年长的人 + 年轻的人 + 贡献大的人 +

似乎没有一条原则是公正的
。

在现在条件下如何实施

最大限度的医疗公平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困难且

极为重要 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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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蓬勃发展
,

硕

果 累累
。

基 因组学 是当今引领 国 际生命科学 的前 沿学

科
,

一年来出现了很 多振奋人心 的成就
。

国际人类

基 因组计划 合作组织 公布 了最 新 的人类基 因组 图

谱
,

绘出了人类基 因组上 �� Λ 的带有基因的部位
,

识别出已知人类基因的 ��
≅

 Λ
,

计算 出人类基因数

量在 ! 万至 !
≅

> 万之间
。

英国科学家破译了人类第

�∗ 号染色体
,

美 国科学家先后破译了第 �� 号和 �%

号染色体
,

对于研究防治乳腺癌
、

眼癌
、

前列腺癌
、

精神分裂症
、

遗传性高胆固醇病
、

抗胰岛素糖尿病
、

非特异 性炎 性肠疾病及 成年 型多囊 肾病等有重 要

意义
。

此外
,

美 国和瑞典研究 人员使用 一种新型

Μ Ν Ε 比较技术发现
,

人类基因组中广泛存在着大段

Μ Ν Ε 的缺失或增加现象
,

这有助于解释为何人类的

基 因序列差 别很小
,

而人与 人之间却有 很大 的不

同
。

科学家们在对其他生物的基因测 序方面也取得

了重要进展
。

如由多 国科学家组成的两个小组绘出

以红原鸡为对象的鸡基 因框架图谱和乌鸡
、

肉鸡
、

蛋鸡等 & 种不 同鸡种之间的遗传差异 图谱
,

后者是

由我国科学家领衔
、

数 国科学家参与的研究组完成

的
,

这一成果在防治禽流感
、

培育优质家禽和改善

人类健康等方面有重要价值
。

美国和欧洲科学家联

合成功绘制了大鼠基因组草图
。

大 鼠约有 !
≅

> 万个

基 因
,

与人类有 �# Λ 的基因相同
,

其染色体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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