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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来重庆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
会，作为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发展得很
快。”7月24日，在2021年“科创中国”院
士专家重庆行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药物研究院研究员、释药技术与药
代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昌孝接
受了记者专访。

刘昌孝一直非常关心重庆医药产业
的发展。他表示，重庆医药产业历史悠
久，有桐君阁等全国知名的医药企业。
近年来，重庆大力发展医药产业，并将其
纳入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该产业发展
势头良好。目前，全国医药业的整个产

值大约是3万亿元，重庆有1000多亿元
的产值，占百分之三左右。

接下来，重庆医药产业应该怎样发
展？刘昌孝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过去
医药产业以医药化工产业为主，近年来
为了减少化学污染，国家出台了很多支
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同时，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
用。重庆处于长江边上，药材资源非常
丰富，注重发展传统中医药将大有可为；
第二，生物医药领域目前还存在很多“卡
脖子”的技术问题，其中一些问题也是现
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热门发展方向，重庆

高校及科研单位的生物科技力量可以给
予技术支持；第三，重庆应该更大限度地
加强对外合作，加大国际交流合作的力
度，寻求更多思维碰撞，只有碰撞才能产
生创新。

在引进人才方面，刘昌孝院士表示，
重庆引进人才不一定要追求“落户”，而
应该做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现代
社会通讯、交通都很发达，交流也很方
便，可以让他们的才能与技术为重庆所
用。此外，除了引进外地人才，重庆还应
重视留住本土人才，出台专门的照顾政
策等。

刘昌孝：

重庆发展传统中医药将大有可为
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见习记者 张凌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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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孝，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药物研究院研究员、释药
技术与药代动力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1942 年出生于湖
南，从事药物动力学研究40年，
是我国药代动力学的学科带头
人之一，被誉为“当代神农”、我
国药代动力学“开山鼻祖”。

7月24日，在2021年“科创中国”院
士专家重庆行活动中，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基
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沈岩，就如何加强
科技创新等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沈岩说，科技创新包含三个完全不
同的含义：科学、技术与创新。科学是发
现，是认识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对于科
学研究来说，比“新”更重要的是科学发
现。重要的研究结果是前无古人、后有
来者的，重要的科学发现是能推动该领
域科学研究大幅度向前发展的。

他表示，技术是发明创造，技术的
发明创造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
了克服原有技术的缺陷、解决原有技
术解决不了的问题。技术讲究的是实

用和适用，强调它所产生的价值。比
如开发一种新药，不仅在于药的新，更
在于这种新药能不能替代现有的药，
新药上市以后能不能占领足够多的市
场份额。

沈岩说，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的。
技术强调的是它的应用价值，科学研究
强调研究结果对科学发展或社会经济发
展的促进作用。新的科学发现有可能催
生新的技术、产业，或者推动现有产业升
级换代。但是科学和技术又是不一样
的，科学是认识自然的，技术是创造自然
界没有的东西。

在他看来，创新是把生产要素进行
重组，使它发挥最大效益。创新不是目
的，创新是方式方法，目的是为了促进发

展，不是标新立异。
沈岩非常关注重庆科技创新方面的

发展。他说，西部（重庆）科学城的规划
布局很好，科学城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其
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人才，不仅要提
供良好的生活环境，还要提供一个适宜
其施展才华开展工作的环境。

作为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学者，
沈岩还就如何鼓励年轻人从事基础科
学研究提出建议：一方面要从社会导
向、社会价值着手，只有社会上形成一
种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氛围，才能给
年轻人正确的引导；另一方面老师的
作用也很重要，好的老师应该启发年
轻人探索未知世界，培养他们对科学
研究的热爱。

沈岩：

技术的发明创造不是为了标新立异
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见习记者 张凌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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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岩，医学分子遗传学
家 。 1951 年 生 于 河 北 石 家
庄。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
研究所研究员。2003 年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
人类遗传疾病基因识别、DNA
诊断和疾病分子机理研究。参
加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中国
承担的1％（3号染色体短臂末
端）基因组测序项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科学
院院士、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主任王福生一直带领团队冲锋在首
都战“疫”最前沿。7月24日，他在2021
年“科创中国”院士专家重庆行活动中接
受记者专访表示，希望能为重庆公共卫
生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王福生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四
早”很重要，即“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这是主要的防控原则。目前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已经进入常态化，接种
预防性的疫苗非常重要。打了疫苗之后
可以使人体产生保护性免疫，即使被感
染，一般情况下症状会比较轻微，转为重
症的可能性也很小。

疫情发生后，王福生带领的团队主
要做了4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临床救治
患者，除了坚守北京、支援武汉之外，还
派出专家赴多个国家指导疫情防控工
作；二是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并公开发布
了新冠肺炎死亡患者的病理发现；三是
通过系统的临床研究，揭示了免疫学发
病机制；四是牵头主持了间充质干细胞
治疗新冠肺炎等临床研究，并根据研究
结果完善了临床诊疗方案，对后期减少
死亡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福生表示，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方
案是针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发病特点提
出的。经过一年的治疗，治疗组肺部留
下的病变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减少，由此

证明干细胞治疗方案在新冠肺炎重症
和危重症患者的治疗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

王福生说，一年半以前，他开始与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展开合
作，希望能为重庆公共卫生事业尤其
是重大传染病防治贡献一份力量。近
年来，重庆科技创新的发展态势很好，
希望未来重庆继续加大力度聚集更多
科技人才。在引进和培养科技人才方
面，重庆可以和其他地区加强合作，通
过引进或者半引进的方式，培养学科
带头人，助力重庆科技创新发展，加快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

王福生：

重庆要继续加大力度聚集更多科技人才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见习记者 张凌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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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生，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主任，国务院新型冠状病
毒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
专家组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专家、中
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候任主
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