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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炎药后诱发哮喘、荨麻疹或过敏反应的患者。
1.已知对本品过敏的患者。2.服用阿司匹林或其他非甾体类

2018年7月27日北京准予备案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与此同步，在我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砥砺奋进，我国心血管疾病防治水

平也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在国际同领域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中国声音。今天，中国心血管疾病防治

研究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但是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下面，我们讨论相关的机遇与挑战，并提

出对策和观点。

1  我国疾病防治研究依然存在的一些发展中的问题

研究的关口严重后移：大医治未病。防重于治。我们应该把防治研究的重点放在一、二级预防层面，而

不是三级预防层面。不能做亡羊补牢的事情。

一些研究偏离重大科学问题：我们缺乏对心血管疾病领域的源头性、根本性、奠基性、带动全局性和具

有普遍性的重大科学问题的认知和鉴别，一些研究没有触及重大科学问题。

基础与临床部分脱节：许多研究并非临床导向，未能解决临床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与挑战。一些研究

完全停留在疾病人群以外，与人类疾病缺乏可靠的关联性。一些研究浅尝即止，不能完成整个链条，基本不

能走到实际应用。我们已经成为论文大国，但是我们依然相对缺乏中国制造的创新药物和医疗器械，依然相

对缺失中国烙印的新概念、新学说、新标准和新指南。

很少有自己的特色与高地：许多情况下，西方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一些计划脱离实际，背离国情。

我们基本没有自己独有的大的科学计划。重大科学是什么？重大前沿是什么？科学没有大小之分，潮流科学

不恒久。重要的是：找到重大科学问题。围绕重大科学问题的独立研究才能开创中国心血管疾病研究的未来。

我们不能一味着眼于所谓的大领域、大科学，却没有抓住重大的核心科学问题。在医学科学研究上，主流应

该接轨潮流，但是不可随波逐流，否则会丧失自我。唯有独立思考、错位发展，方能形成中国特色，并屹立

于世界医学科学之林。

思路尚局限，徘徊在经典理论中：有时我们的思路不够开阔，有时自我禁锢在前人的发现、既有的学说、

以及流行的模式里。甚至怀疑自己的正确的结论，不相信自己的客观数据。 

2  我国医学研究优先发展的主题

2.1  一级预防研究

21 世纪，中国疾病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环境因素和生活行为构成了这些变化的重要源头。根据

美国的成功经验，我们应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这些疾病的一级预防层面。

2.2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研发

中国几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心血管疾病药物，这也部分造成了所谓的“看病贵”问题。这个现状与我

们国家的经济地位完全不相匹配，需要重点攻关。

2.3  关键干预靶点的发掘

我们需要寻找疾病发生的核心机制和关键干预靶点。这些机制和靶点将为全新一代的新药研制奠定基

础，也是所有临床干预的靶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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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探寻

无论是无创治疗领域，还是有创治疗领域，我们都比较缺失自己的新技术和新方法。需要加大探寻的

力度。 

2.5  医疗器械的国产化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心血管疾病研究领域的难点，也是整个医学领域的巨大挑战。今天，我们已经来到

了新的时期，我们已经有能力去实现医疗器械的国产化了。我们需要从现在做起。

3  我国心血管疾病防治研究领域优先发展主题

在我们国家，心血管疾病的类型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

肥厚型心肌病、高血压病、肺栓塞、退行性心脏瓣膜病等成为了常见和多发的疾病。我们应该针对这些重大

疾病防治的核心或者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研究工作。

3.1  心律失常防治研究的潜在核心科学问题

发掘针对多个离子通道，或者心脏特异性，或者基础心脏病病理生理学导向性的新型药物大有前途。随

着对心脏起搏细胞认识的加深和细胞生物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缓慢心律失常的生物起搏治疗将会成为重要研

究方向。心律失常分子遗传学领域的成就极大地启示了心律失常机制、诊断和特异性治疗研究。目前，诸如

Bruggada 综合征、长 QT 综合征、短 QT 综合征等多种遗传性心律失常的基因缺陷已经初步明确，精准医疗

可以在这种类型的心律失常中率先推进。

3.2  心力衰竭防治研究的潜在核心科学问题

寻找优化心肌细胞能量使用的药物可能是今后有希望的研究方向。随着中国制造能力的提升，我们在心

脏功能辅助装置和人工心脏等的研发方向将有可能赶超西方世界。心力衰竭时，心肌细胞数量因为凋亡或者坏

死而减少，因此干预心肌细胞增殖的技术（心肌细胞增生技术）将可能从靠近源头上改观心力衰竭患者的命运。

3.3  冠心病防治研究的潜在核心科学问题

我国在堵塞血管的介入治疗方向上，已经推进了相关冠状动脉介入生物医学工程学研发，但是对于稳

定斑块药物和脂质调控药物的研发还是空白。而这些药物将拥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其研发工作应该成为我

国今后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细胞治疗可以替补坏死的心肌细胞，显然应该成为冠心病干预研究的战略方向。

我们应该启动冠心病细胞治疗方向的全方位的研究工作。

3.4  先天性心脏病防治研究的潜在核心科学问题

先天性心脏病主要起源于发育障碍，其主流基础病因是环境因素。寻找先天性心脏病的环境危险因素

应该是先天性心脏病防治研究的重点所在。

3.5  肥厚型心肌病防治研究的潜在核心科学问题

肥厚型心肌病主要源自于遗传缺陷。目前，相当一部分的致病基因已经被识别出来。今后的重点可能

是基于这些分子的共性机制的发现、共同干预靶点的发掘和基于这些缺陷基因、机制和靶点的精准医疗。

3.6  高血压病防治研究的潜在核心科学问题

高血压病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继续积累数据和运用这些数据来实现高血压病的预警和早

诊、早治可能是今后高血压病防治研究的发展方向。

3.7  瓣膜病防治研究潜在核心科学问题

针对发病机制的防治策略缺乏足够的数据积累，所以该疾病的防治重点在于人工瓣膜的研发和介入技

术的改进。  

4  中国心血管病防治的目标定位

我们的目标定位：立足基础；面向临床；面向转化；面向应用。总体目标：经过十多年（到 2030 年）的努力，

在一些方向点上甚至个别疾病上形成中国的特色和优势，为人类的健康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的战略举措：

 （1）强化基础研究：我们需要从制度上重视源头性、根本性、奠基性、带动全局的和具有普遍性的开创

性研究。

 （2）  创新至上：始终如一地瞄准颠覆性的创新和革命性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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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自由探索与顶层设计并举：一方面，全力支持科学家的自由探索；另一方面，重视顶层设计，把握

好重大科技前沿。

 （4） 加强创新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激励和培育创新思维。大力弘扬科学精神、端正科学理

念，高度重视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始终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发展方针。

 （5）以人为本：科学研究，人才是关键。必须坚持以更加开放的观念选用人才；必须坚持以更加开阔的

视野招引人才；必须坚持以更加灵活的机制激励人才。别具一格地任用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

创新知识、创新能力并具有良好的创新人格的人才。

 （6）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疾病防治研究的战略重点在于一级预防研究、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研发、疾

病关键干预靶点的发掘、中国原创的疾病防治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探寻和推进医疗器械的国产化进程。 

5  崇尚与憧憬 

5.1  “小”科学依然是脊梁

重大科学是什么？重大前沿是什么？科学并没有大小之分。潮流科学不恒久。重要的是：找到重大科学

问题。围绕重大科学问题的独立研究依然是主流。不能一味着眼于所谓的大领域、大科学，却没有抓住重大

的核心科学问题。

在医学科学研究上，主流应该接轨潮流。但是不可随波逐流，否则会丧失自我。唯有独立思考、错位发展，

方能形成中国特色，并屹立于世界医学科学林。

5.2  基础研究是永恒的源头活水

基础研究、转化研究、临床研究同等重要。但是，我们现在最缺乏基础研究。国家给了经费支撑，但是，

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里，技术力量和理论水平远远不够。没有基础研究的奠基，何以有研发的源头呢？所以，

我们需要做踏踏实实的基础研究。

5.3  转化医学是伟大的理念

今天，基础与转化已经眉目不清。事实上，我们到了转化医学的时代。我们需要加大基础研究，为转

化提供积累。转化医学高瞻远瞩，是卓越的战略。

5.4  临床研究可望异军突起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临床资源，世界需要中国的临床数据，临床研究的步伐在部分方向上超越基

础研究的步伐，纯粹的临床研究甚至也大有作为。

5.5  遵循循证医学原则

循证医学又称为实证医学。循证医学不同于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是以经验医学为主，即根据非实验性

的临床经验、临床资料和对疾病基础知识的理解来诊治患者。循证医学强调任何医疗决策应建立在最佳科学

研究证据基础之上。

5.6  拥抱精准医学

精准医学是一种将个人基因、环境与生活习惯差异等考虑在内的疾病预防与干预的新兴医学。精准医

学是循证医学的升级版，也是转化医学的终极版，让我们一起拥抱精准医学。

5.7  新概念、新技术、新标准的原始积累时期已经到来

在医学领域，缺乏中国制造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标准、新指南和新技术。未来的 2025 年前将是中国

烙印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标准、新指南和新技术的原始积累期，而 2030 年左右将可能是爆发期。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相信，我们国家广大的医务工作者必定会创

造出系列颠覆性研究成果，建立中国疾病防治新模式，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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