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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转化医学 (translational medicine) 是国际生物医学领域新出现的概念，它作为医学研究的一个分支，

试图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医疗之间建立更直接的联系。近几年来，转化医学受到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前所未

有的重视，发展极快，其理念已经渗透到生物研究的各个领域。对转化医学的概念、国内外转化医学发展

历程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对当前的面临的困难及机遇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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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is a new concept of the international biomedicine, which is as a branch of the 
medical research for trying to make a more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basic research and clinical medicine. In 
recent years, th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is valued by researchers and clinicians, so it has a fast development. Its 
concept infiltrated into all subjects of the biological research. Herein lies an induction of the translational medicine’s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and also analyzing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and the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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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医学 (translational medicine) 又称转化研

究，其倡导以患者为中心，从临床工作中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由基础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研究，分析问

题；然后再将基础科研成果快速转向临床应用，解

决问题。通过临床医生和基础研究人员的密切合作，

提高总体医疗水平并最终服务于患者。转化医学是

近十年来国际生物医学领域出现的新概念和重点研

究方向，其发展非常快，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和

重视。

1　转化医学的发展历程及概念

20 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后 30 年，科技的飞速

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新技术和新工具，而在生物医学

领域则涌现了像基因治疗、人类基因组计划、干细

胞研究、克隆技术、纳米技术等新技术新方法
[1]
；

但随之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如基础研究与临床研

究之间的脱节，基础科学积累了大量的数据需要解

析，基础研究和药物开发和医学实践三者需要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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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谱的改变使医疗成本大大增加等
[1-2]

。Ioannidis[2]

在 2004 年做了一项调查，他们对 6 种顶级的基础

科学杂志 (Science、Nature、Cell、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和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1979—1983 年之间

发表的文章进行了筛选，结果显示：101 篇当时明

确声称有广阔临床应用前景的文献，在 20 年之后

只有 5 项研究获准应用于临床，仅仅有 1 项显示了

重要的价值。针对这些问题，如何促进基础医学和

临床应用之间的相互转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1968 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文章提出

了“bench-beside interface”的研究模式
[3-4]

。但在

随后的几十年内，由于科技水平发展的限制和人们

对疾病的认识不足，此模式没有获得足够的认识和

重视。直到 1992 年 Science 杂志首先提出了“从实

验室到病床 (bench to bedside，简称 B2B)”的概念
[5]
，

意思是从实验室的研究发现转化成临床应用的诊

疗技术和方法；1994 年，Morrow 和 Bellg[6]
在 Cancer

杂志上提出用转化型研究的概念来指导癌症的

防控，使转化医学逐渐被理解和接受；1996 年，

Lancet 杂志第一次出现了“转化医学”这个新名词，

Geraghty[7]
提出“BtoB”是双向的，即“从实验室

到临床和临床到实验室”的过程，也就是“bench 
to bedside to bench, BtoBtoB”的过程

[8-9]
。研究者明

确提出，转化医学理念是双向、开放、循环的转化

医学体系，转化医学的核心是要将医学生物学基础

研究成果迅速有效转化为可在临床实际应用的理

论、技术、方法和药物
[10-12]

。

转化医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医学研究模

式，因此，转化医学的研究模式需要包括分子生物

学、临床医学、生物信息学、化学及材料科学等领

域的科学家组成一个团队通力合作，其目的就是打

破基础科学和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药物研发以及

医疗器械的研制之间的屏障，通畅各领域之间的信

息交流，缩短实验室到病床的过程。转化医学一方

面可以使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迅速地转化为临床应

用 ( 如新的诊疗方法、技术 )，使患者能够享受到

最新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使医生从临床上收集的

数据信息、出现的临床问题快速地反馈给实验室，

使基础科研人员能够迅速的深化研究，解决临床问

题，从而推动医学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2　国外转化医学的发展状况

田玲等
[10]

对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杂

志 2010 年 1 月至 6 月出版的 46 篇研究性论文进行

分析，发现这些论文涉及 16 个国家地区，其中涉

及美国的有 39 篇，英国的有 9 篇，其余的国家地

区都在 3 篇以下，可见英美是转化医学研究的主要

国家，这与他们高度重视转化医学，转化医学研究

起始比较早有关。

2003 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 路线图计划提出了转化医学发展

路线图和多项转化研究计划，并且优先发展转化研

究
[11-12]

。2006 年，NIH 设置了临床和转化科学基金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 Award, CTAS)，把

其纳入 NIH 路线图医学研究部分，由 NIH 国家研

究资源中心统一领导。目前已经有 39 个 CTAS 资

助的转化医学科研中心成立，预计到 2012 年将有

60 个这样的研究中心，而每年 NIH 资助的转化医

学研究经费达 5 亿美元
[13-16]

。2010 年 12 月 7 日，美

国 NIH 科学管理审查委员会建议并计划成立专门的

NIH 医学转化研究中心，预算费用达 65 亿美元
[17]
。

而欧盟为健康相关的研究计划投入 60 亿欧元，

英国国家健康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Research, NIHR) 建立了综合性和专科性的生物医学

研究中心 (BRCs)，从 2007 年开始，5 年中将提供

超过 4.5 亿英镑，用于资助 11 个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进行转化医学研究
[16,18]

。另外，2006 年 5 月初，苏

格兰与惠氏制药公司合作，投资近 5 000 万英镑启

动了世界上第一个转化医学合作研究中心
[19]

；法国

卫生部于 1993 年首次制定临床研究项目设立临床

研究中心，截至 2008 年法国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

的 23 家临床研究中心网络。2008 年，在亚洲，新

加坡国立大学依托其附属医院也开始建立他们的第

一个转化医学中心。

此外，为满足越来越多的转化医学研究成果交

流的需求，世界上许多期刊都开辟转化医学专栏。

例如 2009 年 9 月，美国科学促进会 (AAAS) 创办

了 Science 系列杂志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由 Zerhouni 出任首席科学顾问，是转化医学领域

最权威的期刊之一。目前至少有五本关于转化医学

研究的国际性杂志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Translational 
Research、The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Research、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而有

关转化医学的论文已达 65 000 篇。而作为 Science
系列的子刊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还设立了

最佳转化医学奖、临床转化奖等奖项
[20]
，以鼓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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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学者从事转化医学的研究。

3　中国的转化医学

转化医学走的是“来自临床服务于临床”的路

线。在我国，转化医学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但

发展很快，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叙述。

3.1　成立转化医学研究所、转化医学研究中心

转化医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需要多学

科、多专业的通力合作，相互交流和完善，才能最

大限度的发展转化医学
[21-22]

。为发挥医学资源的

整体优势，我国的一些大学陆续成立了转化医学研

究所、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如 2002 年，中国科学

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大医学院合

作成立了健康科学研究所，建立了生物医学转化研

究平台 ； 2008 年 5 月，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依托复旦大学附属医院成立“出生缺陷研究中心”；

2009 年 4 月，中南大学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在湘雅

医院成立，主要研究生物学基础研究向医学临床应

用的转化 ；2010 年 9 月，依托于北京协和医院的

协和转化医学中心成立；2010 年 10 月，浙江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成立转化医学中心；2011 年 1 月南京

军区总医院，2011 年 8 月武汉同济医院和 2011 年

9 月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相继成立转化医学

中心。

我国相继成立的转化医学研究所、转化医学研

究中心能够充分地发挥各自的人才、技术和资源优

势，在临床诊疗的分析、检测、评估方面能够逐渐

建立起具有国际水平的转化医学研究服务平台，进

而推动我国转化医学的发展。

3.2　组织举办转化医学研讨会

自 2007 年起，协和医院与医科院基础医学研

究所先后联合举办了“基础与临床论坛”、“转化医

学研究课题”和“转化医学研究沙龙”，2011 年 7 月，

还成功举办了“第三届协和转化医学论坛”，协办

了“中美临床与转化医学研究国际论坛”；2009 年

10 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现代医学研究方

法暨学科交叉创新研讨会”，更将会议主题定为“转

化医学的理论与实践探讨”；2010 年 1 月，国内首

届“神经系统疾病转化医学高峰论坛”在上海召开，

我国神经医学领域首个转化医学项目“脑血管病和

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综合防治技术的研发、转化与应

用”启动；2010 年 3 月，在杭州举办了“西湖医药

国际会议 —— 转化医学”论坛；2011 年 9 月，北

京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所举办了“癌症与转化医

学”论坛，来自国内外的权威科学家介绍了多个癌

症前沿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2011 年 10 月，同济

干细胞转化医学国际论坛召开，本次大会邀请了来

自美、日及国内的干细胞研究领域专家及代表 300
余人，就国际上利用干细胞治疗疾病的最新进展、

细胞种植治疗技术、转化医学研究前沿等作了精彩

的报告。

3.3　转化医学是国家重点支持项目

2007 年，卫生部提出了“健康中国 2020”战

略规划制定工作，提出了动态性、系统性转化整合

战略
 [22]

。2010 年 10 月，陈竺部长在会见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院长时提出“双方可以在转化医学领域

展开合作”。2011 年 7 月，国家“十二五”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发布提出了“强化临床医学和转化医

学研究”、“系统推进转化医学平台的建设”、“建立

转化医学等研发平台”
[23]
。2011 年 7 月 15 日，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二五”发展规划也提出了“重

点支持转化医学以及整合医学的研究”
[24]
。

4　转化医学的经典案例

虽然转化医学的概念是近二十年来的产物，但

是在为人类健康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些科研成果中，

无不体现着转化医学的思想。 剖析一些经典的医学

转化案例，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转化医学理念的理解，

增强建立“转化医学平台”的信心。

4.1　磁共振成像 
1946 年，美国科学家费利克斯 • 布洛赫和爱德

华 • 珀塞尔发现了磁共振现象，但将这一成像技术

引入临床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1973 年，美国科学

家保罗 • 劳特布尔发现在静磁场中使用梯度场能够

获得磁共振信号的位置，从而可以得到物体的二维

图像。以此为基础，英国科学家彼得 • 曼斯菲尔德

指出磁共振方法可以用数学技术精确描述，从而使

磁共振成像技术应用于临床成为可能，他发展的快

速成像方法为医学磁共振成像临床诊断打下了基

础，推动了医用磁共振成像仪问世。利用磁共振成

像技术可以诊断一些以前无法诊断的疾病，特别是

脑和脊髓的病变，可以为患者需要手术的部位进行

精确定位，可以更准确地跟踪体内病变的演变 [4,25]。

如今，磁共振成像仪已经成为世界普及的最重要的

诊断工具之一，这是一个以“临床应用为中心”，

将基础研究转化成临床诊断技术的经典范例。保罗 •
劳特布尔和彼得 • 曼斯菲尔德也因此而获得 2003
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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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从幽门螺杆菌的发现到胃病的防治同样贯穿着

“BtoB”的理论 
1979 年，病理学医生 Warren 在慢性胃炎患者

的胃窦黏膜组织切片上观察到一种弯曲状细菌，并

且发现这种细菌邻近的胃黏膜总是有炎症存在，因

而意识到这种细菌和慢性胃炎可能有密切关系。

1981 年，消化科临床医生 Marshall 与 Warren 合作，

他们以 100 例接受胃镜检查及活检的胃病患者为对

象进行研究，证明这种细菌的存在确实与胃炎相关。

1982 年 4 月，Marshall 终于从胃黏膜活检样本中成

功培养和分离出了这种细菌。为了证实这种细菌是

胃炎的罪魁祸首，Marshall 冒险喝入这种细菌的培

养液，结果大病一场。基于这些结果，Marshall 和
Warren 提出幽门螺杆菌涉及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的病

因学。1984 年 4 月 5 日，他们的成果发表在世界权

威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 上，成果一经发表

立刻在国际消化界引起了轰动，改变了世人对这些

疾病的认识。2005 年 10 月 3 日，瑞典卡罗林斯卡

研究院宣布，2005 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

这两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发现了幽门螺杆菌以及这

种细菌在胃炎和胃溃疡等疾病中的作用
[4,26-27]

。

4.3　体外受精技术(俗称试管婴儿技术) 
从 1962 年美籍华裔生殖生物学家张明觉首次

完成哺乳动物 ( 兔子 ) 的体外受精过程，到 1978 年

7 月 25 日，世界首例试管婴儿路易丝 • 乔伊 • 布朗

的诞生，期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罗伯特 • 爱德华

兹和他的搭档临床医生帕特里克 • 斯特普托克服了

没有原材料、没有经费、被社会政治宗教批评攻击、

被前人经验误导 ( 人类卵子成熟时间为 37 h，而不

是经典的 12 h) 等重重困难，经历了上百次的实验

失败之后，才有了第一例的试管婴儿。路易丝 •乔伊 •
布朗的诞生也宣告了一个新的医学时代的开始，一

个新的医学——辅助生殖医学也随之产生。至今，

全球约有 400 万人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出生，圆了无

数不孕不育夫妇的梦想。同时，这项技术还为胚胎

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4,28-30]

。

“试管婴儿”之父罗伯特 • 爱德华兹因此而获得

2010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专家学者的

成功，都遵循了循证医学和转化医学的理念，他们

是基础科研成果向临床转化成功的典范，他们的转

化成果也推动了相关领域的革命，公众也受益于新

技术新发明。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一项

新技术新发明必须以临床需要为基础，以解决临床

问题为目标，而新技术新发明的诞生无不是从基础

科研开始，不断的摸索，克服种种困难，并不断地

反馈到临床应用中以改进和提高，而这正是转化医

学“BtoBtoB”的精髓。我们相信，随着转化医学

理念的成熟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划时代的新技术新

发明将会出现。

5　转化医学发展展望

作为基础科学和临床科学之间桥梁的转化医

学，能够加快新的研究成果、研究发现快速地应用

于临床，并推动医学研究从以治疗为主转向预测、

预防、个体化医学，从而为 21 世纪医学的发展带

来根本性改变。

目前国内的转化医学水平在不断提高，各地逐

渐建立了转化医学研究所、转化医学中心，召开了

各种转化医学论坛，政府也对转化医学高度重视。

但是，我国的转化医学水平还与国外有着巨大的差

距，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公众对医疗服务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国医学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和严峻的考验。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强化传播转化

医学理念，建立转化医学中心，构建转化医学服务

平台；其次应该成立转化医学学术组织，如转化医

学学会，并制定相应的转化医学的任务；最后创建

转化医学期刊，创建转化医学基金，设立转化医学

奖项，以促进转化医学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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