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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易蓉蓉 邱锐报道］健康问题一直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且

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近日，《科学时报》记者就健康问题对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原校长巴德

年进行了专访。 

 

巴德年认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6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对世界医学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目

前，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着重点是尽快建立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解决医保体系覆盖面和保障水平问

题。“小康不小康，关键看健康！”巴德年说。 

 

中国为世界医学作出巨大贡献 

 

《科学时报》：今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也随共和国一起走过了60年的路

程。您能总结一下这60年来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绩吗？ 

 

巴德年：总体上说，60年来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人均寿命和死亡疾病

谱两方面。 

 

第一，从人均寿命来讲，解放初期人均寿命只有37岁，而目前我国的人均寿命已达71岁到72岁。 

 

第二，目前威胁我国人民生命健康最严重的疾病，已经由鼠疫、天花、霍乱等大规模传染病，转变

成由不健康生活方式和老龄化所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等慢性病。 

 

纵观中国医药卫生事业60年发展的情况，我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解放后到“文革”时期，这一阶段中国医药卫生事业进步非常显著。不仅传染病得以

控制，性病吸毒等基本根除，各级卫生医疗组织基本健全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被世界银行等组织誉为

用世界不到2%的卫生资源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卫生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人汤飞凡等最先找到沙眼病因。紧接着，1958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成功

治愈一名全身97%皮肤被烧伤的上海工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医学奇迹。从此，在烧伤研究和治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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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直处在世界领先的位置，并且继续对该领域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上世纪60年代初期，协和医

院妇产科的宋鸿钊等首先提出利用化疗药物治疗绒毛膜上皮癌。该治疗方法不仅可以治愈妇女绒毛膜上

皮癌，而且治愈后还可以生育。 

 

1963年，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外科医生陈忠伟在世界上首次将断手再植成功。陈忠伟也被尊称为“世

界断臂再植之父”。从此，断手、断肢、断指（趾）再植领域成为中国骨科学在世界扬眉吐气的地方。 

 

第二阶段是从“文革”后期到现在。“文革”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又有了新

发展。当时，中国科学家用回顾调查的方法绘制出了中国癌症发病率的图谱，用现场、实验室、临床相

结合的方法，使中国食道癌研究的水平及其成果受到世界高度重视。 

 

中国肝癌的发病率世界最高，但治疗小肝癌和肝癌的水平和能力也是全世界最好的。我国两位院

士——上海医学院的汤钊猷教授、东方肝胆外科的吴孟超教授，在这个领域不仅为中国作出了贡献，也

为世界作出了贡献。 

 

在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方面，上海第二医学院从王振义教授开始，到后来的弟子陈竺、陈赛娟，

他们采用维甲酸进行诱导分化的方法，使病人得到较好的治疗。其后，他们又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合作，

利用三氧化二砷对急性粒细胞白血病进行治疗，结果几乎可以将这个病完全治好。其治愈率和治愈水平

得到了世界公认。王振义为此荣获了美国凯特琳奖等多项世界癌症研究领域的桂冠。 

 

另外，我国发明的治疗疟疾特效药——青蒿素及其改进型——至今还在非洲等热带地区发挥重要作

用，受到了WHO（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许。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学治疗水平也有很大提高，目前能很好地完成肝移植、心脏移植等脏器移

植手术，脑外科、心外科和各种内科的介入治疗也做得相当不错。现在，很少有外国能治而中国不能治

的病。 

 

前一阵儿，我作为督察组的组长专程检查“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的进展情况。我认为，在处理突

发传染病方面中国做得相当不错。中国在处理甲型H1N1流感时所具备的能力与处理2003年SARS时简直是

天壤之别。 

 

我国对甲型H1N1病毒感染检测方法的敏感度比美国CDC输入的方法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目前，

全国只要出现传染病例或疑似传染病例，国家CDC立刻就能知道。我们有非常完善、有效的传染病防控

监督网络体系及其网络实验室。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曾亲自跟我说：“你们是the best one（最

好的）！” 

 

另外，2006年以后，中国连续在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神经科学、临床医学等领域发

表多篇高质量的文章，显现出我们在生命科学、生命医学领域明显的进步。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突出

的进步。 

 

目前，我国一些医学科学家已在世界上崭露头角。相当多国际杂志的编委、国际会议的主席由中国

人担当。中国人成为美国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等的外籍院士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是医改目的 

 

《科学时报》：您认为目前我国在人口健康领域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和解决方法是什么？ 

 

巴德年：目前，我们需要解决医疗卫生资源分配有失公平的问题。最近，医疗改革的着重点实际上

就是解决医疗卫生公平问题。 

 

2006年10月23日，胡锦涛同志作了两条指示：第一，要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医疗保健系统；第二，

要强化医疗卫生公益性质。这两项指示要求政府在卫生医疗方面确保所有老百姓都能享受到最起码的医

领域的大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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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障。所以，医疗改革的重点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 

 

我主张医疗改革要解决两方面问题。第一，解决医疗保障覆盖面问题。现在，国家医改的方向就是

按照这个方向，先后出台了《职工医疗保障》、《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医疗救助以及农村新合作医疗

等条例办法，这些法案可以基本上解决医保覆盖面的问题。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一个城乡统一、全国

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和中国人民卫生保健法。 

 

第二，解决医疗保障水平问题。比如说，随着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最初大病统筹的报销

金额是4万元，现在又涨到6万元，如果今后能达到10万元，老百姓基本上看什么病都可以不花钱或少花

钱。 

 

只要政府承担起相应责任，深化改革，改善服务，让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医疗保障，并逐步提高保障

水平，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的。 

 

衡量医疗改革的效果要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条标准：老百姓满意不满意，老百姓拥护不拥护，

老百姓赞成不赞成。能够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才是目的。 

 

总体上讲，中国医疗体系正在建立当中，并且可能很快就能使绝大多数人享受到基本医疗保障。 

 

《科学时报》：据我们了解，1亿多流动人口的治病防病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各级政府的足够重

视，您对这一现象是怎么看的？ 

 

巴德年：对待流动人口，我们主张建立可以随身携带的电子卡片和电子病例，就同身份证一样，里

面记载了每次看病的详细记录。比如，如果江苏人到北京来看病，就可以根据这张卡，决定他所享受的

待遇。当然，一旦城乡统一、全国统一的医保体系建成，这些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目前，流动人口的确是一个问题，所以在医药卫生等各个方面，各级政府应该对他们予以高度重

视。所谓公平，就是要从政府的角度，利用二次分配的办法，让最穷困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和国家富裕

的成果。政府就是要为最穷困的人提供方便。我并不反对一些医院开设高干门诊、特需门诊，但目前工

作的着眼点是要改善基层、改善普通百姓的医疗条件。 

 

健康是第一战斗力、第一生产力 

 

《科学时报》：刚才您提到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引起的疾病已成为中国疾病谱里的前几位，您能

具体说一下有哪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吗？ 

 

巴德年：目前，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有很多潜在问题。比如，过去是吃不饱，营养不良，但现在

是营养过剩。很多人的脂肪和盐的摄取量都超标。 

 

此外，中国人的抽烟喝酒都很严重，这些不是文化，而是恶习。随着老年社会的到来，对不良习惯

的纠正以及怎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已经成为医药卫生行业中不可忽视的问题，要在全民健康教育中

着重强调。 

 

健康是第一战斗力，第一生产力。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小康不小康，关键看健康，建设小康社会的

根本是要人们快乐和幸福，没有健康哪来快乐和幸福呢？ 

 

《科学时报》：您作为免疫学方面的专家，针对如何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巴德年：虽然我是免疫学专家，但我从不主张吃增强免疫力的药，人的健康不是靠吃药维持的。保

持健康有三条： 

 

第一，有良好愉快的心情。这对健康和增强免疫力最重要。上火、发脾气都会引起体内肾上腺素提

高，进而使身体各项机能降低。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查看所有评论 

 

第二，合理营养，控制饮食。我今年71岁，一天除了三顿饭之外，不吃任何零食，所以我的体重从

来没有超重过。而且只要我认为自己饱了，就算是龙虾我都不吃。卫生部部长陈敏章来我这里检查工

作，我就让食堂做了一个30块钱的盒饭，一份米饭、两个虾、一些豆腐，西红柿、红萝卜、白菜，放了

不少蔬菜，大家吃得很满意。 

 

第三，适当的运动。到现在我也坚持每天走路40分钟。不吸烟，少喝酒，平衡心态，合理饮食，适

当运动也许是最廉价、最有效的预防疾病、增强健康的生活方式，值得提倡，更值得坚持。 

 

《科学时报》 (2009-9-22 A1 要闻) 

  

更多阅读 

  

巴德年：中国卫生公平世界排名倒数第四 

 

 打印  发E-mail给：     

     

 

 

读后感言：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