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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 12 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分析, 发现医学优博论文的学科分布存在 共生效应 。选取

基础医学曹雪涛和临床医学汤钊猷两位院士领导的学科作为典型案例, 从学科环境的角度探讨了如何采取

措施, 营造创新氛围来推动创新性人才的培养, 并分析了 共生效应 产生的机制。在分析典型学科的基础

上,对今后如何改进学科环境,加强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培养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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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学全国优博论文的分布情况及特点

1999年教育部启动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

审,这项工作是 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工程 的子

项目,旨在加强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鼓励创新精

神、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评选工作开展至今

已有 12届,共评选出 1182篇优秀博士论文, 其中医

学门类共 120篇,约占全国优博论文的 10% [ 1]。具

体一级学科分布见表 1。

医学门类获优博论文数排名前十位的学校见

表 2。

为了解不同一级学科在各学校间的分布, 笔者

统计了各学校在某一级学科累计获得三篇及以上优

博论文的情况(见表 3)。统计发现, 在各一级学科

的优博论文相对集中于少数学校。

表 1 1999~ 2010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医学门类学科分布情况

一级学科 篇数

基础医学 24

临床医学 46

口腔医学 8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8

中医学 6

中西医结合 3

药学 23

中药学 2

合计 120

表 2 1999~ 2010 获选医学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学校排名情况

序号 学校 篇数

1 复旦大学 14

2 清华大学 12

3 北京大学 11



序号 学校 篇数

4 第二军医大学 11

5 四川大学 9

6 第三军医大学 7

7 上海交通大学 7

8 第四军医大学 6

9 中南大学 5

10 中山大学 5

表 3 1999~ 2010 医学各一级学科获选

全国优博论文主要学校一览表

一级学科 学位授予单位 篇数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复旦大学 3

基础医学 第二军医大学 8

北京大学 4

口腔医学 四川大学 4

临床医学 复旦大学 6

第三军医大学 6

上海交通大学 5

清华大学 4

北京大学 4

中山大学 3

山东大学 3

第四军医大学 3

药学 清华大学 6

四川大学 3

中西医结合 复旦大学 3

中医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 3

北京中医药大学 3

普赖斯认为 科学的发展是非均衡的 [ 2] , 从我

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培养单位以及所属学科来看

均是不均衡[ 3] , 进一步分析这些医学优博论文的指

导教师,发现导师的分布同样是不均衡的。指导超

过一篇优博论文的导师共有 12 人, 这 12位导师共

指导了 35篇优博论文,人均约 3篇(详见表 4)。

表 4 1999~ 2010 医学门类指导多篇

全国优博论文导师情况一览表

一级学科 学位授予单位 指导教师姓名 篇数

基础医学 第二军医大学 曹雪涛 8

北京大学 马大龙 2

临床医学 复旦大学 汤钊猷 4

第四军医大学 樊代明 3

清华大学 林东昕 3

北京大学 王海燕 2

军医进修学院 杨伟炎 2

中山大学 叶任高 2

药学 清华大学 蒋建东 2

北京大学 张礼和 2

一级学科 学位授予单位 指导教师姓名 篇数

中医学 天津中医药大学 张伯礼 3

北京中医药大学 王永炎 2

从表 4可见, 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位导师: 第二

军医大学医学免疫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曹雪涛院士,

一人指导了 8篇优博论文;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汤

钊猷院士一人指导了 4篇优博论文。导师自身的学

术水平对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只有

自身有一定科研成就的导师才能培养出优秀博士

生[ 4] 。另外,博士生所在的学科环境也非常重要,能

集中产生优博论文的学科环境必然有独到之处。由

此想到,自然界有这样一种现象:当一株植物单独生

长时,显得矮小、单调, 而与众多同类植物一起生长

时,则根深叶茂,生机盎然。人们把植物界中这种相

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现象,称之为 共生效应 。

人类的科研工作中早已发现 共生效应 的存

在,英国卡迪文实验室从 1904年至 1989 年先后出

现了 29位诺贝尔获奖者, 美国著名的贝尔实验室

1925年成立至今共有 13人获得诺贝尔奖, 这两者

均是 共生效应 的典型案例, 医学优博论文获得者

的分布再一次验证了这个规律。

二、良好的学科环境造就创新性人才

为了解集中产生医学优博论文的学科环境具

备哪些特征,我们选取两位学科带头人曹雪涛、汤

钊猷所领导的学科环境进行比较分析, 发现两者

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1. 围绕主攻方向, 开展系列研究

由表 5可见, 这些论文基本是围绕树突状细胞

这一研究方向展开, 是涉及免疫学、肿瘤学、基因免

疫治疗等多学科交叉的系列课题研究。

表 5 曹雪涛院士指导的 8 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年份 作者 论文题目

2001 章卫平

人树突状细胞 cDNA 文库大规模测

序体系的建立及新型细胞因子 CX1

的发现与功能研究

2002 黄欣

含 IT IM 的新型膜蛋白分子 DC-

LLIR及其跨膜缺失突变体的克隆与

功能研究

2004 李楠

人树突状细胞来源的新分子 Sig lec-

10 和人骨髓基质细胞来源的新分子

PH DP的克隆与功能研究

2 吴鸿翔 汪 玲 试论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培养的学科环境



年份 作者 论文题目

2005 张明徽

脾基质细胞对造血前体细胞的定向

诱导作用及对树突状细胞生物学特

性的影响

2006 陈涛涌
来源于人树突状细胞的新型癌基因

样小 G 蛋白 RabJ 的生物学功能研究

2007 郭振红
凋亡信号和免疫微环境对树突状细

胞的免疫调控作用

2009 韩岩梅
新型免疫抑制性细胞亚群 ( dMSC)的

发现和功能研究

2010 钱程

Fas 信号和 T LR 信号促进调节性树

突状细胞负向调控 CD4+ T 细胞反

应及相关机制研究

汤院士指导的 4篇优博论文都是围绕肝癌的治

疗,其中 3篇是聚焦在肝癌的转移复发的机理研究。

2010年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高强博士的论文 免疫

微环境与肝细胞癌复发转移及 免疫微环境分子预

测模型 的建立 入选全国优博, 也是在该研究方向

上又一次突破。高强博士的导师樊嘉教授也是汤钊

猷院士早年的博士生,优势累积的结果是强者恒强。
表 6 汤钊猷院士指导的 4 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年份 作者 论文题目

2000 贺平 肝癌细胞因子基因治疗的研究

2002 王鲁
干扰素及其他制剂干预肝癌转移复

发和肿瘤生长的实验研究

2004 李雁
转移性人肝癌细胞模型的优化及转

移机理探讨

2005 叶青海

肝细胞癌转移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其

转移相关基因的筛选-cDNA 微阵列

技术分析

2.开展原创性研究, 获得国际认可

这两位专家选取主攻方向,开展了高水平的系

列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研究方向是立足国内医

学实际,自主开展的原创性研究。

从 1995年开始曹雪涛把树突状细胞作为主攻

方向。树突状细胞是人体内数量极少且功能最强的

抗原提呈细胞, 与免疫相关性疾病如癌症、肝炎、糖

尿病等的防治以及提高器官移植成活率均有着密切

关系。随着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产生, 树突状细

胞成为免疫学研究的新热点, 使中国的科学家在国

际免疫学界获得了尊重。

原发性肝癌是世界的难题,汤院士用第一个十

年解决了肝癌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与早期治疗; 第

二个十年中,他将小肝癌研究的原理引申到复发肝

癌的早期发现和治疗、以及不能切除大肝癌的治疗

方面; 1995年,汤院士领导的团队又开始了攻克肝

癌的第三阶段,将研究重点转向肝癌复发转移的机

理与防治。

经过团队多年的持续努力, 深入研究, 形成了许

多原创性的观点,也建立了创新的理论体系。这些

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获得各项大奖,也在国际顶级

刊物上发表, 代表了研究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详见

表 7)。

表 7 曹雪涛团队和汤钊猷团队所发部分国际顶级刊物情况

第二军医大学医学免疫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

Nat Immunol( IF= 26) Nat Med ( IF= 30. 6)

Immunity ( IF= 19) Hepato log y( IF= 9. 5)

Blood( IF= 10)
Mo l Cell Pr oteomics

( IF= 8. 5)

3. 基础与临床的完美结合

作为从事肝癌临床研究的专家,汤钊猷的学科

团队始终通过深入的基础研究解决临床的重大问

题。以肝癌的早期诊断为例, 肝癌所研究发现以甲

胎蛋白动态曲线来诊断亚临床肝癌, 由此确立的肝

癌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的概念和方法,使肝癌有效治

疗的时间大大提前。肝癌的手术治疗在复旦大学肝

癌研究所 5年生存率达 56 47% , 而肝癌原先 5年

生存率仅为 4 2% (见图 1)。因此, 汤院士获得

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美国癌症研究所

早治早愈 金牌奖。

图 1 小肝癌诊断和治疗方法的突破

对肝癌病人生存率改变

曹雪涛作为基础医学的免疫学专家,其领导开

展了与重大临床疾病相关的免疫机制研究,课题组

研制的 抗原致敏的人树突状细胞 已获国家 I期临

床应用批文并已应用于临床试治晚期肿瘤患者。

基础与临床的结合是医学研究生命力所在。基

础研究从事课题的方向需要从临床应用的指引下获

得,最终能转化成临床成果,真正让病人受益。而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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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研究的深入则依赖于基础研究,这样的研究更具

科学含量, 才能获得对疾病和治疗深层次规律的认

识。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关系, 好比是科学

与技术的关系, 科学处理的问题是,事物是怎样的

( how thing s are) , 而技术处理的问题是, 事物应当

怎样做( how thing ought to be) ,即为了达到目的和

发挥效力, 应当怎样做。 [ 5] 科学和技术各有其自身

发展独特的内在逻辑, 而彼此之间又密切关联协同

进化
[ 6]
。

4.采取多种举措,强化学科创新氛围

研究生培养与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在医学博士生的培养中, 所处的学科环境对其成长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两个学科的比较后发

现,这两位学科带头人均采取多种措施营造鼓励创

新的学术氛围。

( 1)主办国际学术会议和大师论坛

第二军医大学医学免疫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2007年召开了上海国际免疫学会议, 复旦大学肝癌

研究所则主办过三届大型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

以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为例, 每月平均

有 2次国外学者学术报告、访问和座谈, 受邀对象均

是重量级人物, 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科学院院

士、国际免疫学联盟主席等国际学术大师。这样的

国际会议不仅代表学科水平被国际同行所认可, 对

所处学科的博士生来说, 也是非常珍贵的学习机会。

主办国际学术会议, 可以方便地接触到国际同行中

最优秀的科学家,了解到国内外关于本学科领域最

新的信息。另外,举办学术年会和学术沙龙, 也使学

科保持一种良好学术氛围。

( 2)加强与国内外同行建立广泛联系

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实验室不仅与国内的上海生

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重点实

验室等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还与美国明尼

苏达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德国 MDC 分子医学中

心、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日本国立儿童健康研究中心

等国外相关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互访关系。通过

这样的广泛联系,可以实现资源和信息以及设备技

术等一系列的交流和互补, 从而使学科的研究水平

处于国际的学科前沿,达到世界级水准。

( 3)多学科交叉,强化创新

美国科学家卓以凡认为 做实验需要和最好的

科学家一起合作,尤其是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交叉在

一起,产生了灵感,就是新发明的开始。曹雪涛院士

有意识从学科交叉的角度培养人才, 他一方面派骨

干到发达国家著名实验室工作学习, 另一方面也招

收非免疫专业的博士生来做博士后工作, 通过不同

专业的科研人员共同参与,强化研究群体的学科交

叉和创新。采取类似举措的还有南京大学,他们在

博士生培养中,设置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加强研究

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自由探索,重点支持不

同专业研究生跨学科联合申请研究课题, 并已取得

良好成效,经该项目培养的学生已在 2010年获得全

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三、医学学科中 共生效应 作用机制

这两个学科中 共生效应 通过何种机制来推动

学科成员的成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通过对这两个

学科的分析可以发现:

首先,这个群体由最好的研究人员组成,研究人

员的优秀不仅体现在专业素质方面, 还需具有良好

的协作精神, 以及共同的奋斗愿景。

其次,就群体内部来说,由于每个成员的专业背

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各不相同, 在围绕共同目标

研究过程中, 可互相影响、相互促进, 不断提高群体

中每一个人乃至团队整体的创新能力。团队的促进

远远胜于个人的天赋,这是形成 共生效应 的重要

机制。

再次, 团队与世界级的研究机构和大师通过国

际会议和大师论坛经常沟通与交流, 对团队成员开

阔视野、拓宽思维、启发创新非常有效。与世界一流

研究机构的信息交流, 让研究团队获得持续的信息

流入,让学科获得持久发展和创新动力。

一个畅通的共生界面,能为共生单元之间的物

质、能量以及信息的流通和交换提供顺畅的通道,会

使共生界面特征值减小,引进过程中共生新能量源

源不断地产生,促进共生系统的共同进化, 同时也促

使其中的共生单元不断进化[ 7] 。一个成功的学科,

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使得其中不同背景

的研究人员在围绕共同感兴趣的目标合作过程中,

每个人都能按照各自的视角和思维方式进行研究,

同时还有持续的信息和经验交流, 以推动团队中每

个成员更快地成长。

贝尔实验室总裁金钟勋在谈及培养创新人才的

经验时认为[ 8] :如果你与杰出的人才合作,你当然就

具有更强的创造力。把真正聪明的人召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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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自然地互动, 将会成果卓著。这既是对贝尔

实验室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 同时也是对 共生效

应 机制最好的诠释。

四、对于博士生培养的启示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过程中最注重的评审要

素是创新, 博士生所处的学科环境对于推动博士生

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以上的典型案例分析,

我们认为可通过以下措施来营造学科的创新氛围,

建设有利于创新性医学人才培养的学科环境:

1. 学科研究方向选择应立足于本土, 围绕本专

业领域的重大问题, 确立原创性的主攻方向;

2. 聚焦确定的主攻方向,持续深入地开展系列

研究;

3. 集中优秀的人才组建创新团队, 对外保持与

世界一流机构和学者的合作交流, 对内通过各种学

术活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4. 通过多学科交叉为学科的发展不断注入创

新动力;

5. 注重基础和临床相结合使医学科研具有持

久的生命力。

实施 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 是教育部推进高

等学校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一项重

大举措,也是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的重

要内容。总结医学优博论文集中产生的学科在推动

创新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对其他高校改进学科环境,

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促进高层次创新性人才的培

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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