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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 ，教 育 部 公 布 了

2017 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浙江大学

新增审批本科专业 1 个，新

增备案本科专业 10 个。这

些新增专业基本都会出现在

今年的招考名录中。

值得一提的是，新增审

批的生物医学本科专业，为

浙江大学在国内首创。

实际上，生物医学为教

育部和浙大现有专业目录中

已有专业，这次是审批中外

合作办学专业。浙江大学基

础医学院于 2011 年获批建

设国家试点学院，2012 年

与香港大学同期在亚洲首次

设立该专业，采用 3+1 国际

化培养模式，目标是培养适

应健康产业发展需求的生物

医学领域的复合型人才。

浙江大学新增生物医学本科专业，授予浙大和爱大双学位

一群海归教授创办
想让生物学和医学“交叉进化”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通讯员 柯溢能

“2012 年设立生物医学专业的时候，是

在基础医学院下面，当时审批的是生物医学

（100102TK），今 年 新 审 批 的 是 生 物 医 学

（100102TKH），TK是特控的意思，是指国家

对这一专业审批严格控制，而 H 指合作办

学。”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院长欧阳

宏伟说。

这一专业，可以说是欧阳宏伟和浙大基

础医学院一群年轻归国教授们创办的。

今年47岁的欧阳宏伟，毕业于中南大学

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做了一名骨科医生。用

他自己的话来说，“7 年后，觉得不够‘ 好

玩’”，所以，他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读了博士。

“我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念临床医学，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组织工程学博士（属于

生物医学工程范畴，交叉学科），交叉背景帮

助我很多，这也是我后来喜欢学科交叉思维，

无论研究，还是教育。”欧阳宏伟说。

2006 年，机缘巧合，他来到了浙江大学

医学院，当时是最年轻的医学教授。“我最初

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优秀的骨科医生，能治好

刘翔、姚明的疾病，后来我发现，教育会比研

究更有贡献。去实现一个教育梦想，是目前

来说我的人生里最重要的事。”

于是，2011 年，时任浙大基础医学院院

长的欧阳宏伟，决定筹办生物医学专业，并于

2012年开始招生。

“当时这个专业是在基础医学院下面

的。之所以找爱丁堡大学合作，是因为他们

是世界医学的起源，由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培

养的医学教育家创办了美国五个常春藤大学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

尼亚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的医学院，同时，

是达尔文的母校，多利羊（世界第一个成功克

隆的人工动物）的故乡。”欧阳宏伟说。爱丁

堡大学求学或执教的师生影响人类很多重要

的生物医学进程，如：将清洁消毒引入外科手

术的李斯特、将氯仿用于手术麻醉的辛普森、

定义白血病的本内特，以及发明试管婴儿技

术的爱德华兹。

一群年轻归国教授创办的专业

很多人会有疑问，生物医学？感觉这个

专业在很早以前就有了。这是个错觉。

“大家都知道生物医学领域，但大学里只

有‘生物学专业’和‘临床医学专业’，一直没

有兼具‘生物学和医学’复合知识背景的专业

人才培养。”欧阳宏伟说，常被人们搞混的生

物医学工程一直是工科生培养（在信息学部

培养），用工程原理解决医学问题，比如研发

医疗仪器。”

“临床医学培养医院的医生，生物医学培

养生物医学研究人才和产业人才。但目前都

是生物学专业和动物学专业学生开发医疗用

的新技术新产品，这些专业没有医学背景会

觉得有些挑战或障碍。”欧阳宏伟说。

而浙江大学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生物医

学专业特有的复合型核心课程包括：整合生物

医学、分子细胞生物学、建立生物体II、微生物

与免疫学 II、应用生物医学 II、人体系统的整

合功能II、发育生物学、人体结构与功能学等。

既然是联合办学，师资肯定是国际化

的。欧阳宏伟介绍，100%老师具有海外求

学及科研经历，除了全球招聘的杰出全职国

际师资，还有合作两校的兼聘师资，50%为爱

丁堡大学多年教学经验优秀教师，50%浙江

大学资深教授（院士、国家千人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等）。

欧阳宏伟希望，他们的学生，也都是“交

叉融合”的：“我们现在教你的是东方西方的

融合，生物与医学交叉，学会以后可以和其他

领域交叉。”所以，学院鼓励和资助每个学生

去海外名校暑期交流、毕业设计和实习机会，

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因为你了

解了世界名校，你就可以平视世界。”这种“交

叉进化”的成长模式，被欧阳宏伟认为是浙大

生物医学专业的一个特色基因之一。

而未来的方向，欧阳宏伟认为有四个：

1，走向学界，30-35岁成为大学/生物医学学

院教授（目前急需生物与医学背景兼具的师

资）；2、走向产业界，28-35 岁成为生物医学

领域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和科学家；3、走向支

撑岗位，26-30 岁成为大学、医院、高科技生

物医学企业的骨干；4、走向投资或管理界，

生物医学本科教育后在研究生阶段学习法律

或者管理，成为生物医学领域的律师、投资顾

问和管理人才。

“你看看杭州余杭、下沙等区，生物医学

高科技企业应该占到三分之一强。”欧阳宏伟

很是看好专业的就业前景。但目前，还没有

毕业生直接去就业的，总共招生 160 多人，

50 多名毕业生全都获得海外名校深造，包括

哈佛、麻省理工等。

这个领域的大咖，在他看来多到难以罗

列：张锋，美国教授，刚出炉的80后的美国科

学院院士，基因编辑技术，基因治疗领域。山

中申弥, 日本教授，日本 2009 干细胞诺奖，

再生医学领域。丁列明，中国企业家，贝达药

业，肿瘤小分子药物，肿瘤领域⋯⋯“举几个

可能大家在新闻上见得比较多的名人，其实

生物医学牛人巨多，因为研究经费多，生物和

医学经费占国家基金委所有学科经费的

30%以上，生物医学领域的大学学院或研究

院多，高科技企业越来越多，比任何一个专业

都多。”欧阳宏伟说。

学生将“交叉进化”成长

那么，“生物医学”到底是什么样的专业

呢？是一个新兴的连接生物学与医学的跨学

科专业。

生物医学的目标，主要是运用生物学和

基础医学等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技术，来探寻

和完善人体健康知识，创新人体疾病的预防

和诊疗手段。“个人认为生物医学专业最酷的

地方有：再生医学技术，肿瘤免疫治疗技术，

基因编辑技术，脑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等。”

欧阳宏伟说。

比如，再生和抗衰老，需要生物学和医学

等多学科交叉，通过研究干细胞技术、生物材

料技术和三维打印技术等，合成各种人体器

官组织，让损伤的人体可以像汽车保养一样

换新零件，也可以保持机体年轻健康态。

再比如，肿瘤免疫治疗，就是用肿瘤的特

异抗原训练免疫细胞，像警察抓潜伏的坏蛋

一样杀肿瘤，有很多临床试验了，以前很多不

能治疗的病人也能治了，甚至治愈。

2016 年，两校合作升级，成立浙江大学

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同年面向高考直接招

生。该学院官方微信上对此专业的介绍是：

培养兼具生物学和医学基础的生命科学人

才，课程内容包括运动生物学和医学以及信

息学等原理与技术解决人类健康问题，为生

物学研究寻找出口，为临床医疗寻找支撑。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析报告，

揭示了各个行业被机器人取代的可能性，其

中生物医学类等健康产业，最难被机器人取

代。”欧阳宏伟说。

连接生物学与医学的跨学科专业

爱丁堡大学教授与生物医学专业学生在小组讨论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