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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院士胡德揭示AI与大数据让你更长寿
“要真正理解健康，必须对

个体有一个全面的画像。这一

观点与中医的整体观念不谋而

合，即通过理解身体各系统之间

的相互作用来驱动健康。”美国

四院（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

家工程院、美国国家医学院、美

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外籍院士勒罗伊·胡德（Le-

roy Hood）在 9 月 7 日出席 2024

浦江创新论坛时说。

在本届论坛亮点之一“国

际人类表型组论坛：表型组与

精准医学专题论坛”上，由胡德

院士与美国系统生物学研究所

教 授 内 森 · 普 赖 斯（Nathan

Price）共 同 撰 写 ，复 旦 大 学 校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担任

主审的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系

列丛书的开篇之作——《科学

驱动的全面健康时代》举行了

新书发布会。会上，胡德院士

介绍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并亲自

为新书揭幕。

作为系统生物学和精准医

疗领域的领军人物及国际人类

表型组计划的发起者之一，胡

德院士在新书发布会前夕接受

了复旦大学融媒体中心记者的

专访，就“科学驱动的全面健

康”概念、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

的意义以及人工智能（AI）技术

如何推动医学发展等问题，提

供了深刻洞见。

主张“科学驱动的全面健康”，
他坚持每日做150个俯卧撑

胡德的科研生涯可谓“开创

性”。他的研究涵盖了分子生物

学、医学、系统生物学、生物技术

及生物医学工程等多个领域。

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因其在免

疫多样性方面的杰出研究荣获

拉斯克奖，该奖项被誉为“诺奖

风向标”。

1986 年，胡德发明了全球

首台 DNA 自动测序仪，这一划

时代的发明开启了人类基因组

测序的新纪元。此外，他还成

功开发了多款革命性的科学仪

器。早在 1982 年，他就研制出

了世界上第一台气相蛋白质测

序仪，随后在 1983 年和 1984 年，

他又分别发明了 DNA 合成仪

和肽合成仪。这些发明不仅为

现代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

的工具，也加速了生物医学研

究的进程，为疾病诊断、治疗和

预防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尽管年事已高，胡德依然展

现出令人赞叹的活力与健康。

他坚持每天早晨完成150个俯卧

撑的锻炼，并维持着自己高中以

来的体重。他的健康秘诀不仅

在于他对日常锻炼与科学饮食

的重视，更在于他对健康理念的

科学理解。

在新书《科学驱动的全面

健康时代》中，胡德提出了“科

学驱动的全面健康”理念，这一

理念标志着医疗保健领域从传

统的“对症下药”模式向“个性

化健康管理”模式的转变。科

研人员通过运用现代科技的人

体精密测量技术，可以收集到

个体的纵向、动态数据，从而生

成个人的密集动态数据云。这

些数据云不仅包含了人群的统

计信息，还整合了个人的详细

健康数据，从而能够为每个人

开 发 出 真 正 个 性 化 的 健 康 方

案。这种转变意味着每个人都

能够通过精准的数据分析，获

得适合自己的健康建议和治疗

方案，实现更有效的疾病预防

和健康管理。

“通过在疾病早期采取正确

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我们有可能

在疾病症状显现之前就实现疾

病的逆转。这一理念正是数据

驱 动 健 康 领 域 的 真 正 希 望 所

在。”胡德表示，当前的医疗主要

基于传统的医学模式，这些方法

大多只是在以疾病为中心的模

式上进行了微调，而数据驱动的

方法则截然不同。

作为人类生命的“源代码”，

个人的基因组可以确定一个人

生命中潜在的健康轨迹范围。

而表型组——通过蛋白质、代谢

物、肠道微生物、细胞空间组学、

以及分子影像、数字健康设备等

进行测量——则决定了个体如

何度过一生，以及他们的表型如

何在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中发

生变化。通过表型组分析，人们

可以在临床诊断前几年就检测

到这种转变。

“人们在疾病治疗上投入

了大量资金，但这有时就像是

一个无底洞。”胡德相信，未来

这 种 情 况 将 会 改 变 ，“P4 医

学”——预见性、预防性、个性

化、参与性的医疗——将是关

键。“是时候从传统的疾病治疗

模式转向以健康和预防为主导

的新理念。这一转变要求我们

在儿童和成人教育层面进行深

刻的变革，以培养公众的健康

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为未来
科学探索绘制新一代“导航图”

在新书中，胡德院士不仅

分 享 了 对 全 面 健 康 的 深 刻 见

解，同时也探讨了国际人类表

型 组 计 划 的 重 要 性 和 发 展 潜

力。2018 年，金力、胡德以及英

国医学科学院院士杰里米·尼

克 尔 森 (Jeremy Nicholson) 共 同

发起了“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

协作组”，迅速获得了全球学界

和产业界的广泛支持，同时也

标志着人类表型组国际大科学

计划在科学界实质性启动。目

前，已有来自 20 个国家的 24 位

顶尖学者，其中包括 14 位各国

院士作为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

协作组的理事成员，共同引领

全球表型组学研究。

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是继

人类基因组计划之后生命科学

的又一个战略制高点，通过跨

尺度、全周期的人体系统精密

测量，揭示了基因-环境-表型

之间以及宏观与微观表型之间

的关联及机制。“我的团队对

5000 名志愿者进行了为期四年

的深入研究，金力教授则领导

了千人人群列队研究。这两项

研究不仅展示了表型组研究的

巨大潜力，也为未来的研究者

铺平了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

向。”胡德认为，国际人类表型

组计划将为未来科学探索绘制

新一代“导航图”，推动促进人

类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

他还强调，我们必须超越

被动的、一击即中的方法，迎来

真正的精准健康——一种被他

称为“科学健康”的高度个性化

医疗。他提出，并利用人工智

能带来的数据革命，医生可以

在症状出现前几年就发现疾病

的蛛丝马迹，从而彻底改变疾

病的预防模式。

“AI是转化医学领域的最根

本工具之一，因为它能够将个体

和表型组数据转化为可行的方

式，为个体本身优先优化健康方

案，并且能够以医生易于理解且

科学上可接受的方式传递这些

信息。”目前，相关应用已经取得

了一些列成果，包括在糖尿病、

癌症、阿尔茨海默病、自身免疫

性疾病的治疗领域。

“我们将把表型组研究打

造成为新的创新策源地，对基

于中国人群的药物靶点发现，

新标志物的产生和新的经营机

制发现，形成新的探索渠道和

方式。”复旦大学人类表型组研

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国际人类

表型组研究院副院长、世界分

子影像学会（WMIS）主席田梅

在论坛上对人类表型组国际大

科学计划目前进展和未来方向

进行了介绍。

据悉，复旦大学等国内顶

尖科学团队加快推进人类表型

组 大 科 学 计 划 的 各 项 先 导 研

究，目前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并

达成四个“全球第一”：建成全

球首个跨尺度多维度的人类表

型精密测量平台，并建立全套

的标准操作程序（SOP 体系）；

完成全球首个每人测量 2.4 万

个表型的健康人群表型精密测

量 千 人 核 心 队 列 ，采 集 超 过

1400 人的数据；绘制全球首版

人类表型组导航图，发现 150 余

万个表型间的强关联；研发全

球首个多组学标准物质“中华

家系一号”，并获颁 8 个国家一

级标准物质认证。

本报记者 汪蒙琪

日前，徐汇区人民政府与复
旦大学签署协议，合作共建徐汇
区牙病防治所。复旦上医分子生
物创新孵化中心、上海国际医学
科创中心孵化器揭牌。

徐汇区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附属中山医院分别签订科技
创新及成果转化合作备忘录，立
足各方优势禀赋，深化政产学研
用协同创新，共建复旦上医分子
生物创新孵化中心、上海国际医
学科创中心孵化器，构建全过程
创新、全要素集聚、全链条加速孵
化“新范式”，营造更具活力的科
技创新创业生态。

签约仪式上，首批5家单位
入驻高质量孵化器，关注生物电
抗技术、盲人远程虚拟陪伴、智
能检影验光、筋膜新药新仪器开
发、创新器官组织细胞保存等前
沿科技创新内容。复旦上医技术
平台与复旦上医分子生物创新孵
化中心、上海国际医学科创中心
概念验证中心与头部企业签订合
作协议。 本报记者赵天润

联合探索极地研究
日前，复旦大学与中国极地

研究中心（下文简称：极地中心）
签约，合作共建极地中心极地冰
雪与气候变化研究所。战略合作
推进会上，极地中心被授牌为复
旦大学“强国之路”思政大课现场
教学基地，邀请中心6名专家为思
政大课现场教学基地授课。

根据协议，复旦大学与极地中
心共建极地冰雪与气候变化研究
所，以更大力度推动学科共建、人
才共育、资源共享，开展极地冰冻
圈、海冰-大气-海洋相互作用等
气候变化前沿科学问题研究，为极
地科技创新和极地治理提供更多
智慧和力量。 本报记者章佩林

复旦与中国铁塔合作
日前，复旦大学与中国铁塔

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中国
铁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建

“位置计算创新实验室”。
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长期、

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产学研合作
关系，合力打造校企合作成功案
例。双方共建创新平台，面向前
沿领域，设立“位置计算创新实验
室”，以专项联合小组形式不断深
化有组织、见成效的产学研合作；
共促产教融合，聚焦区块链、边缘
算力、低空经济等战略新兴领域，
联合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促进
科研成果转化；共育拔尖人才，建
立稳定的人才交流机制，通过实
习实践基地、校企联合课程、配置
校外导师、教育培训服务等形式，
共同造就行业未来的拔尖人才；
共享发展资源，立足人才、资金、
设备等方面优势，为合作项目提
供保障，支持校园数字化、信息化
建设。 本报记者殷梦昊

两大高质量孵化器揭牌

今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先生逝

世两周年。日前，“杨福家星”

命名仪式暨《杨福家画传》发行

仪式、“杨福家教育基金”启动

仪式以及纪念杨福家先生逝世

两周年学术报告会等多场活动

在复旦大学举行，深切缅怀杨

福家先生的卓越贡献，传承他

的科学精神、教育理念和高尚

品德。活动由复旦大学、中国

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中国科学

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和宁波

诺丁汉大学联合举办。

2023年11月9日，由复旦大

学申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申报，国际小行星委员会批准并

发布国际公报，将国际编号为

85728 号小行星命正式命名为

“杨福家星”，以志永久纪念。该

小行星于1998年9月17日发现，

其编号的末三位数字“728”正是

杨福家院士的生日日期。

从此，仰望星空，遥望星

海 ，一 颗 璀 璨 明 星 指 引 我 们

前行。 本报记者 胡慧中

“ 杨 福 家 星 ”命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