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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天奡） 9月 13日，清华大学健
康中国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管理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召开，宣布梁万年担任清华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
院长，推选陈冯富珍担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
大学常务副校长、研究院管委会主任王希勤强调研究院
要充分发挥清华大学国际化、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
把人民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国家卫健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代表国家卫生
健康委对管委会首次会议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并提出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引擎；以人才为核心；
全面推进数字化建设”的意见建议，表示国家卫生健康
委将密切加强与研究院的全面战略合作，支持研究院的
发展，服务国家需求。

据介绍，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推动中国特色世界
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和清华大学签
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今年7月2日，清华大学校
务会批准了成立“清华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

据了解，研究院的主要研究领域与方向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五个方面：重大疾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研究、健康政策与体系创新研究、大数据与公共健康
研究、全球卫生与健康治理研究、气候变化与公共健康
研究等。近期将确立一批具备前瞻性、全局性、战略性
的重点议题开展研究，主要包括总结凝练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经验、开展大数据驱动的公共健康研究等，并将定
期发布《清华城市健康指数》与《清华乡村健康指数》。

未来，研究院将围绕重大疾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健康政策与体系创新、全球卫生治理等领域
开展科学研究、政策咨询和实践应用，建成世界一流的
国际化高端智库、高层次学术交流基地、高水平成果转
化平台，服务健康中国建设。

清华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成立

近日在法国召开的 2021年欧洲心脏病学会年会
上，公布了对一项长期健康跟踪调查的新分析。结果显
示，经常摄入含有工业添加剂和保鲜防腐剂、不需要过
多烹饪即可食用的“超加工食品”，会增加罹患心血管
疾病的风险。

常见的“超加工食品”包括大量生产的面包甜点、
即食食品、早餐谷物、深加工的鸡排鱼排等肉制品、方
便面、果脯和含糖饮料等。

新的分析是以2001年至2012年间在希腊进行的健
康跟踪调查为基础。有2020名志愿者陆续参与了这项
调查，他们平均年龄45岁，男女比例均等，且入组初
期没有罹患心血管疾病。在入组后10年中，调查人员
定期问询志愿者过去7天内饮食的频率和分量，并随访
记录志愿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情况，如心脏病发作、中
风、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等。

结果显示，在10年内，上述志愿者平均每人每周
摄入15份“超加工食品”，共发生了317起心血管事
件，且随着“超加工食品”的摄入增加，心血管事件的
发生率也逐渐升高。平均每人每周分别摄入7.5份、13
份和18份“超加工食品”的群体，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率分别为8.1%、12.2%和16.6%。

研究作者之一、希腊雅典哈罗科皮奥大学营养学博
士马蒂娜·库瓦里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了摄入“超
加工食品”与多种慢性病之间的关联，因此需要公共卫
生建议和相关营养政策来进一步促进营养食品的选择。

（葛晨）

常摄入“超加工食品”
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

本报讯（记者 王天奡） 北京时间9月14日，比
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布了第五份年度《目标守卫
者报告》，通过最新的全球数据阐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目标）的进展产生的负面
影响。

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差距仍然巨大，受
到疫情打击最大的人群恢复起来也将最慢。由于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和 2019 年相比，2020 年全球又有
31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到明年，发达经济体中有
90%能将人均收入水平恢复到疫情前，而中低收入经济
体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只占1/3。

报告认为，幸运的是，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
肆虐期间，得益于全球人民加速行动，避免了一些最
糟糕情况的发生。在去年的 《目标守卫者报告》 中，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 （IHME） 估计
2020年全球疫苗覆盖率将下降14个百分点，相当于
过去25年的进展付诸东流。IHME的最新分析表明，
疫苗覆盖率的实际下降幅度只有预估的一半，但这仍
是不可接受的。

报告强调全球女性在本次疫情中受到了不成比例的
经济冲击。无论在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疫情引
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对女性的冲击远比男性严重。

报告还阐述了“新冠疫苗奇迹”其实是过去几十年
来的严谨投资、政策引导和广泛合作的结晶。正是因为
这些长期的工作，才能迅速部署疫苗研发、生产和分配
所需的基础设施、人才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然而，虽然
新冠疫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研发和部署，但这一生态
系统目前主要存在于少数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全球并
未从新冠疫苗研发中平等受益。

比尔·盖茨说：“新冠疫苗不能公平可及是一场公
共卫生悲剧。今后，高收入国家和社区可能将新冠肺炎
视为又一个与贫困相关的疾病，采取‘与我无关’的态
度，这是很危险的。除非所有人，无论身处何处，都能
获得疫苗，否则我们就无法终结这场疫情。”

盖茨基金会
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发布

“本次展览虽然只展现了林可胜先生诸
多事迹中以抗战贡献为主的部分，但对于激
发协和师生的爱国热情，唤醒师生‘以天下
为己任’的协和精神，都具有特殊重要意
义。”在近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以下简称“院校”）举办的“烽火仁心——
抗日战争中的林可胜暨协和人的战地救护”
展览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致辞
表示。

本次展览，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
建系100周年纪念会系列活动之一。同一
天，北京协和医学院还为新命名的“可胜大
楼”举行了揭牌仪式。

记者了解到，林可胜先生是中国近代最
杰出的科学家之一，是北京协和医学院首位
华人教授、系主任，是中国生理学的奠基人，
在消化生理学与痛觉生理学领域成就卓越，
为我国生理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作出了杰出
的贡献。同时，林可胜先生作为忠诚的爱国

华侨，为抗战救护立下了不朽功勋。
“在协和医学院落成百年和学校生理学系

成立百年之际命名‘可胜大楼’，有着非同寻常
的意义。之前，院校已命名了‘吴宪大楼’，院校
的师生在以生理、生化两位大师的名字命名的
平台上从事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工作，相信会
从中受到精神启迪和激励。致敬林可胜、吴宪
等使协和成其为协和、使国人骄傲于世人、使
人类得医学福祉的大师，我们会在新百年承担
起‘建设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基地’的
历史重任，为国家昌盛、民族复兴、人类幸福而
努力工作。”在为“可胜大楼”揭牌时，王辰院士
指出，林可胜先生是中国科学界、医学界巨匠
和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英雄，他从科学、学科、爱
国三个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科学研究方面，林可胜先生发现了“肠
抑胃素”，开中国人发现激素之先河。对痛觉
生理，特别是对认识阿司匹林镇痛机制有卓
著贡献。他的学术研究领国际科学之先。

在学科建设与发展方面，林可胜先生是协

和生理学系首位华人系主任，但他的贡献远远
超越了协和生理学系本身，他培养的大批学生
对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创
建的中国生理学会、《中国生理学杂志》成为近
代中国生命科学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标志。生理
学科是生命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现代生命科
学多学科的发源学科，由于其卓著功绩，林可
胜先生堪称“中国生命科学之父”。他曾担任协
和医学院行政“三人组”成员，领导协和医学院
的建设发展。抗战胜利后，他又创建了国防医
学院。

林可胜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他在抗战中建成中国战争救护和防疫体系，担
任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长，并利用其国际
声望募得大批捐款和医药器械，为抗战提供了
有力支撑。周美玉、周寿恺等一批协和人追随
在他的身边，英勇奋战，忘我工作，充分体现了
协和人的爱国情愫和民族气节。

“林可胜先生不仅是中国学界的旗帜，更
是民族的脊梁、全球华人的典范。他的学术成

就和精神以及爱国热情，是我国医学界一笔珍
贵的财富，永远激励着后来者为医学事业发展、
为实现祖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贡献。”
王辰强调。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刘德培院士也表示，林
可胜先生集临床医学家、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
家和医生管理专家四家于一体，是未来协和培
养的目标。缅怀林可胜先生，要学习他的科学家
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生理学会前理事长、现任监事长王晓
民教授，中国生理学会现任理事长王韵教授和
《生理学报》主编管又飞教授代表中国生理学界
出席了“可胜大楼”揭牌仪式。他们表示，林可胜
先生献身科学、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精神，以
及他锐意改革、舍身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
大义，是中国科学家的典范之一，值得协和人和
全国的科学工作者学习；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促进协和的生理学系乃至整个中国生理学事
业走向更大的辉煌。

致敬中国生理学奠基人林可胜，北京协和医学院为新命名的“可胜大楼”揭牌——

他的事迹能够唤醒师生的协和精神！
本报记者 刘喜梅 实习生 张帅康

9月10日，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成立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现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
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
德，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工程院院士詹启敏，全国政协委员、中
华医学会血液分会主任委员吴德沛，北
大血研所首任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陆
道培，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德炳等北
大血研所前辈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院长姜保国和部分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教
授，研究所专家、教授及工作人员代表
等出席大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
学院陈竺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
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院长乔杰院士，中国工程院陈赛娟院士
通过视频致辞向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成立40周年表达祝贺。

星光熠熠，是一家“国家血液中心”
应有的分量。

四秩春秋守初心
薪火相传谱华章

成立于1981年的北京大学血液病
研究所（原北京医学院血液病研究所），
是当时北京市、北京医学院唯一一家专
科研究血液病的研究机构。

1981年，陆道培团队完成中国第一
例全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并
获成功；

1997 年，率先在国内成立脐带血
库；

2000年，黄晓军团队完成首例非体
外去T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并获
成功；

2016年，黄晓军团队自主原创发展
的半相合骨髓移植方案的关键技术普及
到全国近百家移植中心，以及意大利、以
色列、法国、韩国等多家海外移植中心，
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移植技术手段，被国
际学术界公认为“北京方案”；

2019年获批“国家血液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

2021年的3月，北京大学血液病研
究所完成第10000例骨髓移植手术，成
为整个亚洲第一个达到这一里程碑数据
的临床中心……

40年来，北京大学血研所从无到
有，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到成为造血干
细胞移植领域的国际“领跑”者，并发展
成为拥有诊断、治疗、转化三大平台的国
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年诊疗重患达15
万人次，成为全球最大的半相合骨髓移
植中心。

回顾这40年前行之路，北京大学血
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教授感慨万千。
他说道，1981年，一个立志要在科学上
有所突破，在临床上有所创新，最终能回
应更多患者痛苦，关怀更多患者身心的
血液病研究所诞生了。

从北大血研所仅有的17张床位、两
张层流床开始，从完成全国第一例全相
合造血干细胞移植开始，40年后的今天
发展成为拥有诊断、治疗、转化三大平台
的国家临床医学中心。每年来北大血研

所寻求帮助的重病患者有15万人次——
在北京，在自己的祖国，患者就能够得到几
乎是世界最发达国家同等先进医疗技术的
诊断和治疗。

40年来，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
几乎零起点到成为全球最大的单倍体骨髓
移植中心，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到“北
京方案”为世界同行制定行业新标准——
北大血研所的技术进步是国家富强科学昌
盛的同频共振；是中国血液科学走进世界
强国之列的时代缩影；是全体工作人员胸
怀祖国心系患者的情怀铸就；是几代科学
工作者追求真理敢为人先的精神传承。

黑发积霜织日月

丹心不言写春秋

9月 10日，恰逢第37个教师节，“师
者，传道、授业、解惑。”恩师难忘，论坛上，
黄晓军所长代表北大血研所致敬感恩老一
辈血研所人，为陆道培院士、王德炳校长、
陈珊珊教授、郭乃览教授、傅剑锋教授，献
上终身成就纪念。

“血研所能有今天的成就，第一是有敢
为天下先的精神，建所之初即使在艰苦的
条件下也能开拓进取，努力争先；第二是大
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为了人民健康不断
努力；第三是敢于创新，加强科研攻坚。”北
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老一辈专家代表王德
炳教授深情回顾了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成立至今走过的路程，并感谢全国医学同
道们的支持。他殷切希望——“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希望大家加倍努力，要有
国际视野，加强基础研究，不骄不躁，继续
做出更大的成绩。”

乔杰院士深情回顾了在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学习期间，深深感受到陆道培先生、王
德炳先生等老师们的医者仁心与砥砺奋
进，在与黄晓军所长和血研所同仁共事期
间，被北大血研所人严谨求实和开拓创新
的精神所感染。“感谢一代又一代血研所人
的传承，希望血研所抓住机遇，加快培养更
多能满足重大专业需求学科领军人才，造

就一批人民需要的优秀的研究型临床医
生，为全生命周期守护人民健康，为实现民
族复兴保驾护航，再立新功，作出北大医学
人新的更大的贡献。”

姜保国院长代表医院向北大血研所表
示了祝贺。他表示，北大血研所学术为先，
40年蓬勃发展，成为北大和人民医院的支
撑学科，为医院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造血干细胞移植、白血病、骨髓瘤/淋巴
瘤、出凝血疾病、骨髓衰竭性疾病和儿童血
液病的科研和临床基础上搭建了诊断、治疗
及转化三大核心平台，并建立了完整的护理
体系，成为集医疗、科研、教学为一体的血液
病中心。相信全体血液病研究所师生、同仁
将继续秉承 “自强不息，锐意进取，敢为人
先”的奋斗精神，继续攻克一个个难关，为人
民的健康福祉作出更大的贡献。

征鼓声声催人进

风正扬帆正当时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9月主持召开
科学家座谈会时提出，希望广大科学家和
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任，坚持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
术广度和深度进军，这对包括血液学领域
在内的广大医学工作者提出了殷切希望和
更高要求。”陈竺副委员长向会议发来视
频，充分肯定了北大血研所自成立以来经
过持续奋斗和不懈努力下所取得的成就，
尤其是在造血干细胞的数量和疗效方面领
跑全球。

韩启德院士总结，血研所能取得今天
的显著成绩，得益于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
志存高远，心中有光，以服务人民健康为初
心，不断开拓进取；第二是有优秀的领军人
才，以陆道培和黄晓军为代表的学科带头
人薪火相传；第三是团结奋斗，全体血研所
人团结一心，向共同的目标努力。新的历史
时期，他也给北大血研所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首先希望血研所在未来树立更高的目
标，不仅代表国家先进水平，还要在血液病

研究方面立足世界高地；第二要加强基础
研究。血液学的研究、相关交叉医学的发
展，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甚至推动整个医
学的发展；第三要注重团队建设，培养人
才，为年轻人提供更大发展空间，让各方面
的人才组合起来。

“北大血研所在国家改革开放、科技创
新、健康中国发展目标的时代背景下发展
起来。希望在接下来的征程，北大血研所能
继续团结奋进，规划好蓝图和发展路径，取
得更辉煌的成绩。”詹启敏院士谈到。

“在全国20多家血液中心参加的血液
肿瘤多中心临床试验协作组中，黄晓军教
授团队的研究成果受到高度赞誉。”陈赛娟
院士评价。

“交流是知识保持鲜活的法宝，是学术
攻坚不断创新的阶梯，借助血研所精心搭
建的平台，探索前沿科学问题，促进产学研
交流发展，相信此次大会将成为中国血液
学研究的又一个高光时刻。”吴德沛委员代
表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和全国血液学同
道，向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表示热烈的
祝贺。

……
薪火相传、声声入耳，北大血研所的年

轻学子们也与老师们共同庆祝了这一特殊
的节日。

“无论技术如何日新月异，但医学的本
质没有改变，医学仍然是在承认认知局限
基础上的科学求真，是努力实现社会公平
基础上的全力救治，是医者人性良善基础
上的患者关怀，是整合技术手段基础上的
生命维系。”黄晓军所长提出，医者仁心将
是北大血研所前进源源不断的燃料，“我们
将继承血研所坚持科学原创的传统，始终
不忘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承担，唯有辈
出的人才都能够去做有温度的医者，北大
血研所在未来的岁月里，科学技术才必定
会更上一层楼，我们将能够无愧于大国‘国
家血液中心’的称号，才能站在世界血液科
学的最高峰，引领全球血液科学的发展，
解除血液患者的痛苦，北大血研所唯一的
中心始终是患者。”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成立40周年——

国家血液中心养成记
本报记者 王天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