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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健康中国&战略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促进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和提升人民健康水平
的重要抓手#是推动我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以科技创新引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推动
%健康中国&建设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代医学已经进入分子医学时代#需要从分子水
平去了解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和机制#从分子水平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以及从分子水平预防
预测疾病的发生' 分子医学与分子科学(分子生物学相辅相生#发展分子医学依赖于分子科学家不断
向生命健康领域深度进军'全文从我国医疗现状出发#阐述了发展分子医学的必要性#并以新冠病毒
检测和生物医药研发的两个应用案例#介绍本研究团队在发展分子医学#造福人类健康上做出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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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人类生命健康带来了

巨大危害#尤其是疫情初期缺医(少药#又无疫苗的

局面#再次表明%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性及其实施

的艰难性'

*)

年前的%中国梦&是脱贫致富(解决温

饱问题' 通过改革开放#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胜利#

从%填饱肚子&到%食不厌精&#中国创造了人类反贫

困历史的奇迹' 如今的%中国梦&是健康中国#开启

幸福生活#从而实现全面小康' 然而#目前我国居民

的健康和医疗状况并不容乐观# 每年癌症患者的医

疗费用约
!,))

亿元#而国产药品研制的创新能力不

足#进口药价过高#国人难以用上平价药'综合来看#

我国正面临严峻的医疗问题# 表现在疾病的重大威

胁(沉重的医疗负担(滞后的新药研发(紧张的医患

关系(稀缺的优质资源(非均等医疗分布等'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

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是国家强盛的必要保障# 也是

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 在党的十九大提出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基本国策基础上 +

#

,

#

!)!)

年

Z

月
##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

进一步提出了%四个面向&#为新时期的科技创新指

明了方向' 在%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在%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的科技新坐标指引下#如何增强我国科技

原始创新能力# 促进医学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好地

特
邀
评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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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民生!是摆在新时期科研工作者

面前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

发展分子医学是 !健康

中国"战略实施的必要途径

人类对人体自身的认识程度决

定了人类生物医学水平的高度" 从远

古文明到
!#

世纪! 我们对人体的认

知!从缺乏了解到人体解剖学#生理

学#病理学#细胞病理学的发展!到蛋

白质#基因与中心法则的发现!人们

不断认识到人体就是一部分子机器! 人体内各种分

子的表达及其相互作用是构成一切分子生物事件的

基石" 因此! 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体的结构和功

能
6

阐明各种生命现象本质和生命活动规律!已经成

为生物医学前沿研究领域"事实上!从
!;

世纪以来!

人类在分子水平上取得的重大成果已获得
7;

余次

诺贝尔奖! 从而催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科学发现和科

学技术突破"

分子医学基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涵

盖了分子生物学的主要理论和技术体系! 与临床医

学紧密结合!旨在从分子水平阐述疾病发生#发展的

过程和机制$在分子水平上早期准确诊断疾病$在分

子水平上精准治疗疾病$在分子水平上预防疾病!并

对疾病发生#发展进行预测" 更重要的是!分子医学

是一门高度交叉的新兴学科!融合了化学#材料#生

物#医学#工程以及信息等多个学科!是医学发展的

必然趋势"

!

分子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分子科学的

源头创新

基础科学创新是医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分子科

学领域的每一次变革都促成了医学领域的长足进

步"比如桑格发明
<:=

碱基测序方法为人类基因组

计划奠定了基础! 进而给医学科学的发展带来一场

深刻的革命" 在当今科技高速进步!人类面临更多#

更复杂的医学问题挑战的背景下! 分子科学领域的

发展对分子医学更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

新冠病毒感染研究中的分子科学

国家卫健委发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五版'(!规定将
->

影像结果作为湖北省临

床诊断新型肺炎病例的诊断标准"然而!由于新冠肺

炎的
->

影像特征与其他肺炎相似!导致
->

诊断新

冠肺炎的特异性仅有
!?@

)

!AB

*

"从分子层面寻求新冠

病毒传染性和致病性机制! 从分子生物学层面寻找

检测方法诊断患者体内基因组和蛋白质组! 可以显

著提高新冠肺炎诊断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针对新冠

病毒传染性和致病性的分子机制! 研究人员借助高

通量基因测序技术! 实现了病毒基因序列的高效获

取!助力新冠病毒的发现#检测和传播机制研究$针

对新冠病毒免疫应答机制! 研究人员开发了多种病

毒抗体检测试剂! 为疫情防控提供了现场快速分子

诊断新技术" 从
!;#C

年
#!

月
B#

日到
!;!;

年
B

月

B#

日!历时仅
C;

天!共有
#$

种针对病毒核酸的检

测试剂获批! 彰显了分子科学在推动分子医学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的团队在疫情初始! 整合优势力量开展家

庭简易式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检测试剂盒的研发" 该

项目是全国
B;;

多个申报项目中仅有的
!

个获批推

荐进入国务院应急审批通道的核酸现场快速检测项

目之一! 是国内首个获批的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检测

D2->

产品" 便携式现场快速核酸检测技术!不依赖

D!

实验室!从样本进到结果出!只需
E;F/)

!目前已

在我国近百家机构以及十余个国家推广应用! 大幅

度节约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

与此同时! 新冠病毒感染分子机制的研究为药

物的研发和筛选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疫苗的研发提

供重要保障" 已有相关文献表明根据新冠病毒感染

宿主细胞的分子机制 )

E

*

!针对性进行药物设计和方

案筛选!可有效缩短药物研发周期"根据新冠病毒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

肿瘤医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基础医学与肿瘤研究所所长
谭蔚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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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蛋白酶的晶体结构!结合计算机辅助设计!可实现

药物抑制剂的快速研发"

%

#

$

!"!

分子影像诊疗探针开发中的分子科学

分子影像作为分子医学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

自
!#

世纪初被提出以来迅速被应用到生物医学的

各种研究领域$ 它通过特异性监测疾病相关分子标

志物的表达变化!为疾病早期诊断%干预与预防提供

了重要支撑$然而!现有成像探针难以实现在体高灵

敏%特异性的分子识别!极大地制约了分子影像在临

床诊疗中的广泛应用$因此!发展高性能的靶向分子

影像探针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 利用靶向分子介导核素偶联的分子影

像诊疗探针相继面世$ 该类探针能够特异性地与肿

瘤标志物结合! 通过核医学成像实现对肿瘤组织高

表达生物标志物的分子成像! 提供肿瘤组织完整的

分子诊断信息! 有效避免了病理切片免疫组化检查

时可能存在的诊断信息不全等问题$此外!将治疗型

核素如 #&'

(

%

'$$

)*

等与分子探针结合"

+,$

#

!构建靶向放

射性治疗探针能够有效降低目前放疗过程中对正常

器官及组织的损伤! 近距离精准杀伤病变肿瘤细胞

和组织$

然而! 传统采用的抗体核素偶联探针因受抗体

自身性质制约&如制备周期长%分子量大%循环时间

长%随机标记%化学稳定性差'!只能选用某些长半衰

期核素进行标记! 导致患者顺应性低! 临床应用受

限$ 核酸适体是通过人工筛选技术获得% 能够特异

性与细胞靶分子结合的高度结构化的
-./

或
0./

分子!被称为(化学家的抗体)$核酸适体具有制备简

单%分子量小%体内循环时间短%药代学易优化%化学

稳定性好等优势"

1,''

#

$ 因而!相较于抗体偶联核素探

针! 核酸适体偶联核素探针可以广泛适用于短半衰

期的核素!提高患者的顺应性和普适性!并可根据实

际需要个性化定制分子核素探针! 在肿瘤影像诊疗

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针对上述挑战! 本研究团队的一项核酸适体*

核素探针用于分子影像诊疗的临床研究正在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开展$ 我们在前期基于

荷瘤鼠中对肿瘤的特异靶向显像的基础上! 完成了

在大动物内的生物分布实验%毒理实验!证明了该探

针的生物安全性$ 除此之外!我们完成了符合
234

标准的探针合成制备及表征! 获批医院伦理$ 我们

已在
&

例患者中完成了核酸适体*核素探针的人体

药代学成像! 受试者体征一切良好! 证明了核酸适

体*核素偶联分子影像探针的人体安全性及用于临

床的可能性$

分子医学是推动生命科学进步和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的有力武器$未来!分子医学的发展首先依赖医

学自身的发展!同时还有赖于生物学%化学%计算机

等学科的进步以及相关研究方法% 实验手段的不断

升级$ 分子医学的快速发展必将极大促进人类在发

现重大疾病的个体特异性分子基础研究! 设计诊断

治疗方案%治疗药物等方面的发展!助力(健康中国)

战略的全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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