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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H 实施最新策略 加速临床医学发展
苏连芳

,

徐岩英
,

董尔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
,

北京 10 0 08 5 )

为提高医学研究能力
,

加速基础医学研究成果

向临床应用的转化 (fr
o m t l l e b e n e l、 t o t h e b e d s id e

)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
a t i o n a l In s t i t u t e s o f H e a l t h

,

N I H ) 院长 E l i a s A
.

Z e r b o u n i 博士于 2 0 0 3 年 10 月

1 日公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
,

总称为
“

N I H 医

学研究指南
”

(t ll e N I H R o a d m a p fo r M e d i e a l R e -

se a lc ll)
。

该研究指南体现的是以疾病为导向的
、

崭

新的研究模式
。

Z e ,
·

b o 、 1 , , i博士于 2 0 0 2年 5 月就任 N I H 院长后

不久
,

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
,

旨在规划 21 世纪医学

研究
,

以寻求生物医学研究的突破
,

而要有所突破

并非某个研究所之能力所及
,

需要 N I H 给予指导
。

美国卫生与人类健康服务署 (lT le D印 ar t m en t

o f H e a l t zl a , 1( 1 H u m a n S e r v i e e S ,

H H S ) 秘书长

oT m m y G
.

lT lo m >ls on 指出
: “ N I H 须在改善人

民健康状况的医学研究中开辟一条新路
。

很显然
,

N I H 在未来医学研究的发展规划中肩负着义不容辞

的责任
,

其将对美国的医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

在改善人民健康状况方面起重要作用
。 ”

Z e >l[ ou ill 博士说
: “

近几年学术界发生了很大

变化
,

生物学的复杂性令人生畏
,

而科学发现的机遇

并未增加
。

新的医学研究战略 旨在将医学研究知识

应用于临床并造福人民的健康事业
。 ”

他还认为
: “

数

十年来
,

医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N I H 资

助的研究项 目使许多疾病的诊治发生了彻底变革
,

但是许多亚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仍然存在
,

基于此
,

M H 正在协调科学研究各领域间的相互协作
,

共同

努力解决面临的挑战
。 ”

N I H 医学研究指南是由来自全国 300 余名学

术界
、

企业界权威人士和政府部门领导及公众代表

共同制定的
,

它作为 N I H 未来战略投资的框架
,

将使 N I H 的生物医学研究的整体蓝图得到最佳规

划
。

该指南是建立在 N I H 所取得的巨大研究成就基

础上的
,

而这一切部分要归功于近来 N I H 经费预

算的加倍投入
。

为建立更为有效
、

高产的医学研究

体系
,

N I H 医学研究指南将主要致力于以下三方

面
:

探索生命现象新的传导通路 (en w aP ilt w ay
“

ot

d i s e o v e r y )
、

组建未来研究团队 (
r e s e a r e }, t e a m s o f

t h e fu t u r e
) 及临床研究的再塑工程 (

r e一 e n g i n e e , i n g

t h e e li n i e a l r e s e a r e li e n t e r p r i s e
)

。

作为 N工H 医学研究指南的一部分
,

科学研究

项目的启动 (
s e i e n t i if e i n i t i at iv e s

) 必须具有潜在的

重要影响
,

能够改善疾病的诊治状况
、

实现 N I H 27

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的特殊使命
、

符合公众的要求

和愿望
。

N I H 将在 20 04 财政年度实施所有的启动

项目
。

部分已取得一定成果的启动项目有望很快实

现既定 目标
,

而新启动或较为复杂的研究计划可能

需要数年才能出研究成果
。

eZ br ou in 博士说
: “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新启动

项 目
,

尽快扫除妨碍研究成果造福于公众的主要障

碍
。 ”

他还指出
: “ N IH 医学研究指南涉及范围非

常广
,

涵盖了实验室和临床研究中出现的众多问题

— 从确定蛋白质结构等的基础生物学研究
,

到加

强从事临床试验的临床一线医护人员培训等的继续

教育
。 ”

经过 N I H 27 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主任的认真

商讨和学术审阅
,

将 N 工H 医学研究指南的战略 目标

主要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的 28 个启动项 目
,

由几

个执行小组负责实施
。

1 探索生命现象新的传导通路

在该领域
,

N I H 医学研究指南主要致力于阐

明复杂的生物学现象
。

未来医学的发展
,

需要对细

胞和分子间众多网络进行定量研究
,

还需要深入了

解这些网络间相互协调和相互作用的关系
。

对分子

水平深入细致的研究及其综合有可能使 21 世纪的

医学实践发生彻底革命
。

探索生命现象新的传导通路还会为今天的生物

医学研究人员提供更好的
“

工具和平台
” 。

要想充分

利用 目前分子和细胞生物学方面已取得的众多新发

现
,

如人类基因组测序
,

研究人员就必须借助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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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

更有效和更符合需要的技术
、

数据及其他科学

资源
。

未来拟建立的资源包括
:

能够为生物学网络

提供探针的化学分子库
;
新的

、

能够捕获分子和细

胞活动的实时成像设备
;
改良用于生物医学研究的

计算机基本结构
; 设计更为精细的纳米技术装置

,

观察和干涉生命基本过程
。

这些启动项 目将为诊断
、

治疗和预防疾病新策

略的创建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
。

该领域的执行小组

有
:

分子库与分子成像 (M
o l e e u l a r L ib r a r i e s a n d

M
o l e e u l。

·

I , , i a g i n g ) ;

生物信息学与计算机生物学 (iB io n fo r m at ic s

、、 、 , d C o l n p u t at i o n a一B i o l o g y ) ;

纳米医学 (N an
o m e d i e i n e

);

结构生物学 ( S t r u e t u r al B i o lo g y );

构建生 物 学通 路及 其阻 断模型 (B iul id gn

B l o e k s a : 、 ( 1 P a t l一w即 s
)

。

同时负责其中 2个执行小组的美国国立人类基

因组研究所主任 R an ic S 5
.

C oll in S
博士指出

: “

毫

无疑问
,

在成功地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工程后
,

我们

的下一个阵地就是了解由 D N A 编码组成细胞和器

官的种种成分
,

尤其是确定影响健康和疾病的极为

复杂体系的功能
。

N IH 医学研究指南为指导我们集

中攻克与疾病发病机理和治疗相关的关键问题指明

了方向
。 ”

2 组建未来研究团队

当前生物医学研究问题多
、

规模大
、

复杂性高
,

这就要求科学家们打破原有研究领域的束缚
,

探索

组建新的研究团队
,

例如
,

影像研究常需要放射学

家
、

物理学家
、

细胞生物学家及计算机程序设计师

共同合作
,

联合攻关
。

许多习惯于进行个人项目研

究的科学家
,

应该有所转变
。

N I H 希望在物理学和生物学研究的技术联合及

领域交叉方面开辟新的道路
。

N I H 新启动的资助机

制一 院长创新基金
,

就是鼓励研究者开创新的研

究途径
,

即使有相对较高的失败风险
,

但是获得真

正的
、

突破性成就的机会也相应增加
。

N IH 医学研

究指南中还鼓励公私协作 (国家与私人 ) 等新的伙

伴关系
,

以促进科学发现
,

尽快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应用
。

作为组建未来研究团队的主题之一
,

N I H 医

学研究指南鼓励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尝试新的研究模

式
。

该领域的执行小组有
:

高风险研究一M H 院长创新基金小组 (iH gh -

R j s k R
,

e s e a r e l卜N I H D i r e e t o r , 5 In n vo at o r A w ar d )
:

交叉 领域研 究 小组 (I
n t e r d i s e i p l i n a r y R e -

s e al ℃11 );

公私协作小组 (p
u b l i e一 p r iva t e p a r t : l e r s h i p s

)
。

兼任其中一个执行小组负责人的美国国立牙颅

领研究所所长 L aw
r
en ce A

.

aT b ak 教授说
: “

生物

学
、

物理学和信息科学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进行

着融合
,

这就要求我们打破学术领域
、

研究所
、

研

究中心间的障碍
,

迫使 自己发现更新
、

更有效的生

物医学研究模式
,

并将其用于疾病治疗
。 ”

3 临床研究的再塑工程

基础研究成果应很快转化为诊断试剂
、

药物
、

治疗方法或预防手段
,

这种转化也正是 N 工H 的核心

任务
,

尽管生物医学研究的成就已成功治愈了许多

疾病
,

或使许多既往被认为致命的疾病得到控制
,

成为慢性
、

可治疗疾病
,

但是要想继续保持这种成

绩
,

很显然
,

必须重铸整个临床研究体系
。

临床研究

已越来越难以进行
,

但当前激动人心的基础研究成

果又需要临床研究继续并加以扩大化
,

从而为基础

研究成果提供更多的信息
,

提高研究效率
。

无疑
,

这是 M H 医学研究指南最困难
,

也是最主要的挑

战
。

其核心是临床研究必须建立新的患者一医生一

研究人员合作关系
。

过去
,

一项临床试验的全部研究

可以在一个学术中心完成
,

而以后将不可能如此
。

N工H 会力促各学术中心组建综合网络
,

共同进行临

床试验
,

以便于医生收集到足够大的样本
。

而要实

现这一切
,

需要新的记录临床研究信息的方式
、

r

新

的临床研究标准方案
、

现代化的信息技术
、

N I H 与

患者保护联盟间新的合作模式和激励临床研究人员

的新政策
。

兼任其中一个执行小组负责人的美国国立关节

炎与肌肉骨骼皮肤病研究所主任 S t即h en 工
.

K a娜博

士说
: “

我深为 N 工H 锐意改革国家临床研究的前景

所激动
。

目标单一
、

孤立
、

缺乏统一标准的临床研

究时代就要结束了
,

探索一种新的临床研究机制和

提高我们对疾病的了解程度
,

对促进疾病的治疗是

非常必要的
。 ”

临床研究再塑工程的主题就是促进 目前已有的

l庙床研究网络更好地整合
,

鼓励开展能够更有效评

价临床结果的新技术
,

协调 日常工作
,

加强对临床

研究人员的培训
。

另一主要任务是使公众更充分
、

更主动地参与研究过程
。

该领域的执行小组有
:

临床研究常规需求协调小组 (H ar m o n i z a t i o : 1 o f

C li n ie al R e s e a cr h R e g u l a t o r y R e q u i r e m e n t s
);

(下转第 3 7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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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鲡 t,lt, 二 上发表了 S IV一 M A 的晶体结构
,

首次提出 H IV 及其家族分子的装配模型
; 在 eC ll 上发表了

H aF
C
t,o

r 皿 E G F一 icll
o D o m ia n

与 C a “ 十 结合复合物的结构与功能研究结果
,

揭示了该复合物的生物学机

理 ;
在 2 0 03 年 S A R S 爆发期间

,

成功地解析出第一个 S A R S 病毒的蛋白质
一 3 C L P R 。 及其与抑制剂复合物

的晶体结构
,

为抗 S A R S 药物的发现奠定了重要的结构基础
,

其论文在 尸or o

Na lt A 。 ad sc 乞口万且上发表
。

他的研究组 已经系统地表达出 2 00 余个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蛋白质
,

解析出 50 多个重要蛋白质的

结构
。

郭爱克 神经科学和生物物理学家
。

19 40 年生于辽宁沈阳
。

1 9 6 5 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
,

1 9 79 年获慕尼

黑大学 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

现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

究所研究员
。

他从事视觉信息加工
、

神经编码和计算神经科学研究
。

从基因
一 脑 一

行为的角度
,

研究果蝇的学习
、

记忆
、

注意和抉择机制
。

他开创了果蝇的两难抉择的研究
,

为理解抉择的神经机制提供了较为简单的模式

生物和新范式
,
确立果蝇视觉记忆的短 / 中 / 长时程等多阶段记忆模型

,

再证实了学习 / 记忆的分子和细

胞机制的进化保守性
; 揭示了果蝇的类注意状态并发现某些记忆基因突变导致注意状态缺陷

;
在视觉图形

一
背景分辨的神经计算仿真和复眼的颜色以及偏振光视觉的生物物理机制方面也有重要研究成果

。

魏于全 肿瘤免疫学家
。

19 5 9 年生于四川南江
。

1 9 83 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
,

19 9 6 年获日本京都大学

医学院博士学位
。

现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肿瘤中心教授
,

人类疾病生物治疗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
。

他主要从事肿瘤生物治疗的基础研究
、

应用开发与临床医疗
,

尤其是致力于肿瘤免疫基因治疗的新途

径
,

研究了利用主动免疫治疗抗肿瘤血管为主成为肿瘤疫苗及抗肿瘤血管生成治疗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

并

将异种同源基因与异种免疫排斥反应及 自身免疫反应相结合
,

用于探讨肿瘤治疗
,

可以克服自身抗原的耐

受性
。

他还对淋巴细胞在肿瘤微环境内能杀伤自身癌细胞现象进行了观察
,

并对诱导及增强淋 巴细胞杀伤

自身癌细胞活性进行了研究
;
此外

,

还发现阻断 H S P 70 表达
,

可诱导癌细胞凋亡
。

(上接第 39 2 页)

临床研究网络整合小组 (I
n t e g r a t i o n o f C l in i e a l

R o s e a r e l ; N e t w o r k s
) ;

加强临床研究人员培刀11小组 (E
n ll a n e e C zi n i e a l

R e、 a lc h 叭zo r k fo cr e IT
·

ia n in g ) ;

临床研究信息学
:

国立电子临床试验和研究网

络 (N E C TA R ) 转化研究核心服务小组 ( lC in ic al eR
-

吕e 奋l r e li In fo r m a t i e s : N a t i o n a l E l e e t r o n i e C li n ie al 肠 i
-

fll s
an

〔1 R e s e二
·

hc N e t w o r k (N E C T A R ) rT
a n s l at i o n a l

R o s e al’ e I , C o r e S e r v i e e s
) ;

局域转化研究中心 (R
e g i o n a l 升

a n s l a t i o n a l R e -

s e a r icl C e n t e r s
):

改进临床研究结果评价技术应用 小组 (E
n -

a b li n g eT
e h n o l o g i e s fo r Im P r o v e d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C li n i e a l O u t e o m e s
)

。

总之
,

N I H 医学研究指南所启动的项目是对

国家研究状况
,

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整体规划
,

符合 21 世纪医学研究的要求
。

OJQé月任OJC口n口q̀ǹnJ
:

…
卜O巴d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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