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
综
合
性
大
学
优
势
激
发
医
学
办
学
活
力

第
二
届
医
学
“双
一
流
”建
设
论
坛
昨
在
复
旦
大
学
上
海
医
学
院
举
行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医学

“双一流” 建设吹响了国家新一轮医学

教育改革的 “集结号”， 医学教育改革

如何顺应时代发展 ？ 医学顶尖人才如

何培养？ 昨天， 第二届医学 “双一流”

建设论坛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举行，

全国 75 所医学院校的 500 余名代表与

会 。 由于眼下正值三方共建托管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一年间 ， 综合性大学

如何办好医学院 ， 成为会场上专家热

议的话题。

医学 “双一流” 建设联盟专家咨询

委员会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谈

到， 医学 “双一流” 联盟高校应立足国

家医学发展大方向 ， 不断提出新的思

想， 为我国的医学事业发展发挥更大的

作用。

医学教育作为深化医改、 “健康中

国” 建设重要的基础， 医教协同任重道

远。 教育部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委

员林蕙青说， 加快形成更高水平的医学

人才培养体系， 是我国医学教育发展的

时代新使命， 要对标、 对表世界一流，

切实增强培养一流人才的紧迫感； 要坚

持改革创新， 加快实现一流生源、 一流

师资、 一流培养模式和有利于一流人才

成长的管理体制机制 ； 要不断转变观

念 ， 整合优化课程体系 ， 创新教学方

法， 建立更加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 在

国家新一轮医学教育改革中走在前列，

当好领跑者。

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 上海医学院

院长桂永浩表示， 复旦医科 “双一流”

建设以整体协同推进为指导思想和实施

路径， 以核心科研平台建设和高端人才

引育为抓手， 以促进原始创新、 学科交

叉融合、 重大项目和重大成果产出为导

向 ， 以加强临床医教研体系建设为重

点， 力争在一批学科领域率先达到或接

近世界一流水平，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

界一流医学院。 他指出， 要用好、 用足

综合性大学办医学教育的整体优势， 同

时按照遵循医学教育规律、 保障医学教

育完整性的要求， 着力深化学校内部医

学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最大限度激发医

学办学活力。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 医学部主

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称， 教育强

国战略 、 健康中国战略和创新驱动战

略， 为医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发展提

供了极佳的时代背景， 也赋予了新的历

史使命。 他希望更多学术同行能共同思

考当前挑战， 积极探索我国高层次卓越

创新型医学人才的培养规律， 创新和优

化适应现代医学发展需要的交叉型、 复

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领航我国医学教育

事业的改革发展。

国家卫健委科教司副司长陈昕煜认为， 综合性大学办好医

学院， 三方共建托管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及其直属附属医院是

一次有益尝试， 也是推动医学教育回归初心和本质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步伐。 她强调， 对医学人才的培养， 数量固然重要， 但

应更加看重培养质量， 对医学人才的培养， 要 “灿烂他的前

景、 严格他的过程”， 围绕质量和未来发展双管齐下。

晚期肺癌诊疗迎来新利好

上海市胸科医院取得突破性进展：打破进口依赖，国内首个
肺癌抗肿瘤血管生成生物类似药获批上市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晚期肺

癌诊疗迎来新利好！ 昨天， 上海市胸科医

院发布消息称， 近期， 由该院呼吸内科主

任韩宝惠教授牵头的中国首个肺癌抗肿瘤

血管生成生物类似药———贝伐珠单抗的临

床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相关药品获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 这意味着该药长

期依赖进口的格局被打破， 晚期肺癌患者

未来可极大降低医疗支出， 并迎来新的治

疗选择和希望。

贝伐珠单抗是治疗晚期肺癌的重要靶

向药物， 可通过抑制肿瘤的血管生成， 从

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的目的 。 但十几年

来， 我国一直依赖进口， 使用的是由国外

生产的原研药。 为了让患者能以更低价格

获得同等疗效， 进一步改善生存质量， 韩

宝惠教授团队牵头开展了中国首个贝伐珠

单抗生物类似药的临床研究。

此项研究共纳入 532 名未经治疗的

非鳞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 分成生物类似

药与原研药两组进行试验。 研究结果显示，

两组的客观缓解率分别为 52.3%和 56.0%。

研究初步结果于去年 11 月在欧洲肿瘤内科

年会亚洲分会上以口头汇报形式公布 ， 即

引来国际同行高度关注 。 随着研究深入 ，

更新的数据显示 ， 生物类似药与原研药两

组的无进展生存期 （PFS） 分别为 7.9 个月

和 8.3 个月。 这说明， 该生物类似药无论在

疗效上还是安全性方面 ， 都达到了与原研

药的高度一致。

韩宝惠团队常年致力于晚期肺癌的综合

及转化治疗领域， 尤其在肺癌血管靶向治疗

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该团队领衔的临床研究

曾推动国产 1.1 类抗血管生成新药———安罗

替尼的上市， 填补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三线

治疗领域的空白。 此外， 该团队还在血管靶

向作用机制、 疗效预测等领域均取得众多原

创性成果。 此次团队研究成果推动贝伐珠单

抗生物类似药在国内成功上市， 是胸科医院

在晚期肺癌诊治领域又一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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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发布理科提升计划
聚焦学科前沿，突出学术原创，鼓励交叉合作

本报讯 （记者姜澎） 昨天， 清华大学

发布理科提升计划， 公布的 《关于持续深化

改革， 提升理科发展水平的实施意见》 （以

下简称 《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 为加快推

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清华理科提升

计划将聚焦三大重点： 聚焦学科前沿， 突出

学术原创， 鼓励交叉合作。

《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了清华大学理科

的发展目标： 理科的部分学科将在 2020 年

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行列， 2030 年整体达到

世界一流， 2050 年前后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当下， 基础科学研究日益成为科技创新

和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 以探索自然规律为

主的理科基础研究， 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知识基础和科学支撑。

昨天公布的清华理科提升计划核心为“涵

养学术生态（Nurturing Academic Ecosystem），

提 升 学 科 质 量 （Advancing Disciplinary

Excellence）”（简称“双E”计划）。该计划旨在以

引领国际学术前沿、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核

心使命， 加快建设有利于原始创新和交叉融

合的理学学科体系，遵循学科发展规律，构建

具有清华风格的世界一流理科。

根据 《实施意见》， 清华的理科将瞄准

学科前沿， 以面向国家需求的重大科学问题

和世界学术前沿科学问题为导向， 重点支持

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研究工作； 鼓励学术

原创， 支持教师长期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并获

得有影响力的原创成果； 鼓励交叉合作， 促

进理科不同学科间以及理科与其他学科间的

合作。

近年来， 清华在 “双一流” 建设中， 构

建了包括学科领域———学科群———学科三个

层次的学科建设体系。 在学科领域层面， 按

照工 、 理 、 文 、 医等四个学科领域分类发

展， 以一流学科为引领， 以突出学科优势和

特色为重点， 确定各学科领域发展目标、 思

路和建设任务。

早在2017年7月和今年1月， 清华大学先

后发布了《关于加快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推进文科建设“双高”计划的实施意见》和《关

于持续深化改革， 提升工科发展水平的实施

意见》。 此次发布的理科提升计划，是该校推

动学科分类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了解到， 在此次公布理科提升计划

前，清华大学已聚焦加速“双一流”建设作了

大量工作。其中包括，通过改进既有的学术评

价标准，进一步提升师资质量，打造世界一流

的教师队伍。

按照清华大学新的评价标准， 教师学术

评价改革的核心是通过“代表作品”来进行评

价，以此强调教师学术科研工作的含金量、创

新性和影响力。

同时， 对于教师的学术评价， 清华将更

多采用校内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判断， 而非评

审人等来自 “别人” 的评价。 相关负责人表

示， 这样的转变， 显然对大学的学术共同体

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但是， 这也将是清华

建设世界一流教师队伍，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的必由之路。 “对于教师的学术影响力和研

究生产力的评价， 清华将进一步对标国际一

流大学。 比如， 与同年龄段的国际同行进行

对标， 看看我们学者的科研水平是否名列前

茅。” 显然， 清华的学术评价将进一步突出

“对标世界级” 的导向。

据悉， 清华大学近年来已在理科院系试

点新的院系建设及促进学术发展的全新评价

改革，为“双一流”建设提速而探路。

■ 明确发展目标：

理科的部分学科将在2020

年进入世界一流水平行列 ，

2030年整体达到世界一流 ，

2050年前后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 聚焦三大重点：

瞄准学科前沿，以面向国家需求的重大科学问题和世界学术前沿科学问题
为导向，重点支持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研究工作

鼓励学术原创，支持教师长期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并获得有影响力的原创成果
鼓励交叉合作，促进理科不同学科间以及理科与其他学科间的合作

韩宝惠团队常年致力于晚期肺癌的综合及转化治疗领域， 尤其在肺癌血管靶向治疗

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胸科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