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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次是第7次来到宁大。跟别的学校相比，宁大是我来得最
多的一个。不过作为一名宁波人来说，这还不够。今后还要多来、
多作贡献。”

12月20日下午，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韩启德时隔20年再次走
上宁波大学“做人做事做学问”讲台。一番真诚的开场白，立即得
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掌声。

此次，他带来的学术报告叫做“我对当代医学发展态势的几点
看法”。10个问题，点到即止，既有大量实证分析和前瞻思考，又有
浓浓的思辨色彩和人文精神，让人听了受益匪浅。

即使医学技术快速发展，人
们依旧谈“癌”色变。

早发现、早治疗，是不是可以
避免更坏的结果？是不是提前癌
症筛检，可以更早进行干预，大大
提高存活率？

现场，他拿出多个国家的实
证数据案例作为佐证，表示癌症
筛检所谓的“早”，其实是个时间
关系，是个需要讨论的命题。

“普通人去筛检筛查肾脏、肝
脏、甲状腺，都会发现可疑的癌症
病状，但99%以上都不致死。”

他表示，为了早发现早治疗，
去做普遍的筛检，是一个绝不可
靠、绝不可取的办法。特别是筛
检结果的“副作用”，比如对精神
的伤害、手术后遗症以及卫生经
济学，都需要一并考虑。

他建议，对于健康人群的癌
症筛检，应该“区别对待”。有家
族史、疾病史的，可以加强定期检
查。如果没有家族史，又是年轻
人，就没有必要去筛检。

其实，韩老本身就是反对过
度医疗理念的积极践行者，他一
面是运动健将，行动矫健，身材健
硕；另一面也在多个场合提倡衰
老不可避免但可延缓，学会“衰老
并快乐着”；反对过度抢救，不必
都非得“浑身插满管子，无辜经受
地狱般的煎熬”……

“之前关于这块我发表过几
篇文章，很多人拥护，他们看完以
后也是对癌症不那么害怕了。我
觉得这就很好。”韩启德说。

健康人群
不用过早癌症筛检“

”
AI赋能医疗，将带来怎样

的变化？
韩启德坦言，和20世纪90

年代开始的医疗信息、健康档
案概念相比，此时已是全新的
技术、全新的时代，“人工智能
应用的到来，有望产生真正的
数字医学和智慧医疗”。

在他看来，大模型AI在智
能问诊和个性化医疗建议、提
高医生诊断效率和准确性、医
疗文档自动化处理、医学教育
和培训等领域，拥有广阔的前
景。比如，随着人工智能越来
越“聪明”，它在影像分析、眼底
分析甚至药物研究设计上，都
能大大降低人力物力成本。

甚至，更多的认知正在被
“颠覆”。

现场，韩院士举了一个案
例：过去我们常说，机器是没温
度的，看病是要有温度的。但
最近美国人发表了一个研究成
果，在聊天盒里，一边是上百个
合格的执照医生，另一边是人
工智能，然后比较看病的准确
性和病人的满意度。结果不可
思议，不仅是准确性，甚至病人
的满意度，也是人工智能这边
结果更好。

论及原因，这里既有人工
智能在聊天、陪伴等方面功能
的突飞猛进，也有目前各国医
生群体存在的共性问题：“美国
曾做过统计，病人讲话不超过
17秒，医生一定会打断他。国
内的门诊，我也去过，一些医生
不会‘讲人话’，给病人的体验
感不好。”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可
阻挡的。我们必须抱着拥抱的
心态，去适应它、去应用它、去
掌控它，而不是排斥它。”韩启
德建议，医院也可以探索发展
三四个小型的专业大模型，做
得早，就能抢占先机。

AI看病
同样是有温度的

什么是现代医学？在过
去发展的百余年时光里，有很
多人提出定义。

在韩启德看来，医学不仅
仅是科学和经验。它是针对
人的痛苦、人的疾病的回应，
所以它又是“人学”，本身带有
非常丰富的人文内涵，始终不
能在医学里忘掉人文。

现场，他特意引用了《剑
桥医学史》作者罗伊·波特这
样一句话：

“在西方世界，人们从来
没有活得这么久，活得这么健
康，医学也从来没有这么成就
斐然。然而矛盾的是，医学也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招致人
们强烈的怀疑和不满。”

“这样的情况，同样在中
国也在发生。”作为亲历者，韩
启德见证了中国卫生健康领
域的迅猛发展，同样也看到了
医患矛盾、听到了来自群众的
呼声。

如何解决这个难缠的问
题？作为科学家的韩启德，
拿出的是人文精神——从哲
学层面更深地来理解这个
问题。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人类
现在对人体的认识、对疾病的
认识、对健康的认识，只是冰
山一角。现在的很多情况是，
病人以为我得了病，医生就应
该给我治好；医生认为，只要
有技术，都能把病人治好——
是这样吗？差得远了去了！”

在他看来，认识世界有两
种模式，一种是以知识来解
释，一种是以生活的意义来
解释。“我们不要以为靠科学
能够解决所有问题，还需要
靠对生活意义的理解，靠对
生命的理解，靠对死亡的理
解。你把这些问题理解透
了，同样一个病，你的结局是
不同的，受到的痛苦是不同
的。”韩启德说。

“我父亲在上海长大，爷爷从
宁波到上海。”在很多场合，韩启德
都会主动谈及自己和宁波的渊源。

对于这个故乡，他可谓是青
睐有加，不仅多次亲自前来参加
家乡的活动，还非常关心家乡各
项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
见建议。

这一次来，他同样在讲座分
享的过程中，夹带了不少关于家
乡的“私货”。

韩启德院士说，抑郁症、老年
痴呆、自闭症等精神系统的疾病，
会成为社会方面很大的负担。目
前全国层面这方面建设还远远不
能满足需求。

“现在，宁波人习惯了有病就
往上海跑。以后，宁波能不能把自
己的如精神病医院建设好，甚至把
上海人也吸引到宁波来看病？我
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

言罢，台下不少来自宁波医
疗界、学界的代表热烈鼓掌。

韩启德院士说，未来预防医
学会越来越重要，将会融入整个
公共卫生所有的政策之中。其中

“ONE HEALTH”（同一健康）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人-动物-环境，都是生活
在一个星球、一个生态当中，可以
说是一个整体。目前来看，人的
疾病，跟人类和动物居住的环境
的变化，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新冠为什么会发生？显然
和我们的生态有关系。”

他十分认可宁大医学部在该
交叉领域的布局，建议要立足宁
波找准切口，以小切口的好项目
带动整个学科的发展，为快速城
市化过程中一系列健康问题找到
新的解题思路。“我觉得这个方
向，会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

现场，韩启德也真诚亮出了
自己对家乡的承诺：“刚刚蔡荣根
校长建议，说是每年至少来一
次。我的回答是，努力争取！”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李九伟/文

宁波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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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20年，韩启德院士再上宁大讲台

“不能在医学里忘掉 ”人人文文
◀韩启德院士

再上宁大讲台。

◀台下掌声雷动。

韩启德，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
委员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长期从事分子药理学
与心血管基础研究，在α1肾上腺受体亚型研究领域获重要成果。近年
来，致力于推动学科交叉、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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