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刊2024年6月12日 星期三 5

地理环境优势。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多民

族居住的高原地区，具有低气压、低氧含量、寒冷干燥等

得天独厚的高原环境，是高原医学如低氧习服、高海拔运

动等的天然实验现场。

生态资源优势。青藏高原拥有世居及移居高原的多

民族人群、大量的土生动物和特有植物，拥有我国第一个

高海拔（海拔 4600 米）可可西里野外高原医学现场研究

基地，这些都为高原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样本。

平台优势。现有国家部委批准设立的实验室 8 个，

省内高原医学实验室 13 个，高原医学、医学基础教育、重

大疾病防治等方面平台 40 个，藏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服务

平台 1 个。也拥有青藏高原人类遗传资源样本库。为广

大高原医学研究者提供高效优质的研究平台。

人才队伍优势。拥有长期从事高原医学研究的科研

机构、大学及医院，有一支长期从事高原医学科研的队

伍，如吴天一院士团队、青海大学格日力教授团队、青海

大学藏医学院青海省“高端创新团队”、中组部团中央高

原医学援青博士服务团，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等对口

援青高水平专家队伍，他们在高原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运动医学、地方病等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研究。

民族医药优势。中藏医药研究机构在中藏医药传承

与创新方面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建成 13 个藏医药专业数

据库，特别是在抗缺氧药物的研发、生产方面开展大量工

作，为高原相关疾病防治药物的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开发的红景天等单味药和 70 味珍珠丸、25 味珍珠丸等高

原慢性病适用的藏药，更好服务高原群众。

学术交流优势。中华医学会高原医学分会主委单

位 设 在 青 海 省 人 民 医 院 ，先 后 成 功 举 办 了 2 届 国 际 高

原医学学术会议、8 届全国高原医学学术交流会议，在

高原医学相关基础、临床、预防、药物、护理等领域开展

了 广 泛 的 学 术 交 流 与 研 讨 ，促 进 了 高 原 医 学 事 业 的 不

断发展。

成果优势。目前我省高原医学部分研究领域处于

国内领先水平，部分研究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04

年第六届国际高原医学与低氧生理学术大会上确定了

慢性高原病诊断标准即“青海标准”，该标准目前广泛应

用于青藏铁路修建、玉树地震灾害重建过程中高原病的

诊断及治疗，同时“青海标准”的相关内容也纳入国际级

高原医学教科书，应用于本科、研究生教学。在青藏铁

路建设期间，我省和西藏等地医疗机构组成的青藏铁路

筑路大军医疗保障专家组，在五年时间内有近 14 万名

筑路大军在极高海拔地区劳动，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

创造了筑路大军高原病零死亡的奇迹。高原医学高层

次人才和藏医药人才培养成绩显著，2006 年青海大学获

批内科学（高原医学方向）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以格日

力教授为代表的导师已培养本土高原医学博士 156 人，

95%的毕业生均扎根高原，投身高原医学事业。青海大

学藏医学院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藏医药人才的摇篮，截

至 2023 年，累计培养博士生 45 名、硕士生 226 名、本科生

2268 名。这些成果为我省建设国家高原医学研究中心

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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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地处青藏高原，是地球第三极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急慢性高原病的高

发地区，高原相关疾病以及地方病、传

染病易发多发。加快高原医学研究对

于维护高原居民身体健康和提高期望

寿命，保障青藏铁路正常运行和川藏铁

路建设、三江源生态保护等重大国家战

略工程建设者健康安全，加强民族团结

和高原边防安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青海高原医学研究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以吴天

一院士为代表的高原医学专家团队系

统开展高原医学研究。1984 年成立青

海省高原科学医学研究所，这不仅是全

国高原医学发展史上的转折点，也是青

海高原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87 年，成立中华医学会高原医学分

会，标志着我国高原医学研究和学术交

流进入新的时期。1991—1995 年，时任

研究员的吴天一承担国家科技部“高原

红细胞增多症及其防治的综合研究”重

大课题，在国内首次提出了高原红细胞

增多症分型，形成了国内慢性高原病理

论体系。2001 年—2006 年在青藏铁路

建设期间，成功建立高原卫生保障防护

系统，实现了 5 年建设期间 14 万建筑大

军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的医学奇迹，吴

天一院士也被亲切地称为“铁路大军守

护神”。2004 年，第六届国际高原医学

与低氧生理学术大会，确定了慢性高原

病 诊 断 标 准 ，并 命 名 为“ 青 海 标 准 ”，

2005 年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向全世界正

式发布。

2022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建设高原医学研究

中心行动方案（2022—2035 年）》，明确了工作任务，按照

“聚焦核心、强化主体、突出领域、形成特色”思路，建立以

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院）为中心

载体，以青海大学医学部、省人民医院等 5 家单位为依

托，与国内外多部门、多机构为合作联盟的“1+5+N”科

研合作体系。积极搭建高原医学“五个中心、一个基地”

和“六个平台”及“中藏医药传承”平台，开展涵盖慢性高

原病、肺心病、包虫病、高原习服训练、高原世居久居人群

脱适应及脱习服等内容的“10+N”专项研究行动。逐步

建立完善运行机制、管理机构、核心团队，强化人才引领，

促进科技创新，开展重点领域和重大课题攻关，推动高原

医学高质量发展。

六十余载的不断探索实践，截至目前，我省高原医学

研究已经形成了以高原病、高原性疾病、传染病、地方病等

防治需求为基础，以临床应用为导向，以医疗机构为主体，

以协同网络为支撑的工作机制，持续推动基础研究、学术

交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研究体系逐步健全。拥有高原医学、医学基础教育、

重大疾病防治等方面平台 40 个，有高原医学相关重点实

验室 21 个，其中国家相关部委实验室 8 个，省级实验室 13

个。拥有我国第一个 4600 米高海拔可可西里野外高原医

学现场研究基地和青藏高原人类遗传资源样本库。

基础研究建树颇丰。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的带

领下，原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院建成了国家卫生健康

委高原病研究重点实验室、省级高原医学研究中心实验

室。拥有世界最大的高、低压氧舱，填补了低氧生理和高

原医学科研领域的空白，构建起高原生存安全的科学体

系。“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天一入选“感动中国 2021 年度人

物”，被中国医师学会授予“中国十大医学泰斗”称号。中

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立足青藏高原生物科学研

究，在青藏高原生态与环境、高寒草地的健康与生物等方

面取得较多研究成果。拥有 5 个教学科研团队的青海大

学医学部致力于高原相关疾病发病机制、高原特色中藏药

基础研究和青藏高原盐湖微生物资源的医学应用以及新

药开发工作，建成了青藏高原第一所人类遗传资源样本

库。青海大学高原医学研究中心设立了高原医学硕士、博

士学位点，为高原医学研究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

撑。青海藏医药研究机构形成“五位一体”研究平台，组建

了文献研究、炮制研究、分析检测、临床制剂研究等九个基

地。青海省藏医院藏医药浴疗法和藏医放血疗法已被列

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院被列为青海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藏医药浴疗法”“藏医放血疗法”传承基地，研发的

多种药物和健康产品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和保健。

转化医学积极推进。制定出台《关于推动高原转化医

学中心建设工作实施方案》，建立了由 4 位院士和 47 名国

内高原病、转化医学专家组成的专家团队，分领域组建高

原病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等 10 个研究团队和 43 个研究小

组，围绕高原转化医学发展方向、功能定位和推进路径开

展相关研究工作。

此外，省医疗保障局、省卫生健康委、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联合制定印发《青海省藏（蒙）医医疗机构制剂医保目

录》，将 492 种藏（蒙）医医疗机构院内制剂纳入医保支付

范围，在全国率先实现藏（蒙）医医疗机构制剂标准化、规

范化管理，极大方便参保群众特别是基层农牧区群众对临

床民族药制剂的使用需求。

国家支持进一步加强。国家相关部委高度关注支持

青海高原医学研究，相继在我省建设高原病研究重点实验

室、重点学科和示范基地 5 个，支持我省申报区域医疗中

心、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等建设项目。国家卫生健康委明

确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 4

家医院共同支持我省高水平医院建设工作。

人才软实力更加突出。以吴天一院士为代表的高原

医学各领域专家共 55 人，其中 7 人在国际高原学术组织

任职，相关团队研究人员达 150 余人。科研队伍总人数

已超 1.6 万余人，其中，医学专业技术人员达 1.3 万余人，

以吴天一院士、格日力教授为引领，专门从事高原医学研

究的人员就有 1243 人。青海大学医学部拥有教育部高

原医学重点学科，设有 1 个内科学（高原医学方向）博士

学位和 8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在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

古族自治县蒙藏医院、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海南藏

族自治州藏医院、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人民医院、海东

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设立了 5 个高原医学博士工

作站；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临床医学一级学科具有博士学

位和硕士学位授予资格，已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 2000 余

名，其中医学博士 156 名，95%的毕业生均扎根高原，投身

高原医学事业；在校硕士博士生 1500 余名；青海大学藏

医学院设有 1 个藏医学博士学位授权点、1 个硕士学位授

权点；青海大学医学部、青海大学藏医学院、青海卫生职

业技术学院三所院校累计培养医疗卫生专业人员近 5 万

人。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及职业教育机构在药

学、运动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专业领域也培养了大量

高原医学相关专业人才。

关键领域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在高原病医治方面，针

对高原反应的不同症状，研发出含有红景天等高原特有植

物成分的药物，有效缓解缺氧状态，帮助人们更好适应高

原环境；在高原病临床诊疗技术方面，针对急性轻型高原

病、高原肺水肿、高原脑水肿以及慢性高原病，均开展深入

的研究和诊疗实践；在高原运动医学方面，通过高原训练，

深入探索运动员在高原低氧环境下的生理变化和运动能

力提升机制，为竞技体育的科学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在高

原康养探索方面，利用高原特有的低氧刺激和微高压氧舱

等技术手段，开展高原康养医学研究和实践，让更多人享

受高原地区的独特康养资源。

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受到广泛认可。在青藏铁路建设

期间，我省和西藏等地医疗机构组成了青藏铁路筑路大军

医疗保障专家组，取得建筑大军高原病“零死亡”的奇迹，

获得国际广泛认可。在涉及高原医学相关领域共申报取

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 500 余项，其

中国际领先 9项，国际先进 4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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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点面推动高原医学结出硕果七个点面推动高原医学结出硕果

七大优势筑牢高原医学发展基础七大优势筑牢高原医学发展基础

（本版图文由青海省卫生健康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