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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意义 ]建设口腔医学创新体系，推动口腔医学“双一流”学科建设和创新发展。[方法 /过程 ] 

分析口腔医学学科建设和创新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双一流”建设目标和系统理论为基础进行口腔医

学创新体系顶层设计，将基础研究、产品检测平台、药物 / 器械临床试验和真实世界研究有机串联，

通过这四方面之间的衔接和促进共同推进口腔医学体系的整体创新。[ 结果 / 结论 ] 形成了口腔学科特

色发展方向，培养了大批学术领军人才、有效的推进了科研成果转化。口腔医学创新体系建设初见成效，

对相关领域发展具有较大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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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goal and system theory, the top-level design of stomatology innovation system was carried out, the basic research, 
product testing platform, drug / device clinical trials and real world research were organically connected. Through the conn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se four aspects, the overall innovation of stomatology system was jointly promoted. [Results/Conclusion] 
It formed the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stomatology,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academic leading talent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stomatology innovation system 
has achieved initial success, which has grea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fields.
Keyword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stomatology; innovation system

引言

“双一流”建设是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领

域的重大战略决策，对科技发展和经济转型具

有重要意义 [1]。北京大学为“双一流”建设高

校，其口腔医学为“双一流”建设学科 [2]，一

流学科的发展建设与科学研究创新密切相关。

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简称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 [3]。创新离不

开体系的完善和平台的支撑，“十二五”建设

期间，基础研究水平亟待提升、临床研究动力

不足、成果转化机制需完善等问题逐渐凸显，

阻碍了口腔医学的创新发展。如做好创新发展

顶层设计，推动学科发展和协同创新就成为亟

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十三五”建设期间，北

京大学口腔医院通过加强整体布局，优化资源

配置方式，完善运行管理制度和机制，构建面

向临床、衔接紧密、协同整合、服务基层、关

注传承的口腔医学学科发展体系，加快推进口

腔医学特色学科的科研创新突破和成果普及推

广，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口腔医学创新体系。

现就创新体系研究发展过程报告如下，以期对

相关领域发展提供参考。

1　口腔医学学科建设与创新发展

面临的问题分析

1.1　基础研究水平亟待提升 

基础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是国家科技实力

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指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把创新发展作为首要基本理念，强调要

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

中的引领作用。原始创新是旧的科学范式经过

革命在积累的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科学范式，也

是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以开创性的有效方法替

代复杂解决方法，进而解决尚未发现的问题或

需求，持续性引发创新活动的重大理论突破或

重大发明发现；集成创新围绕创新目标进行实

践，运用适宜的管理和信息技术，创造性地将

各创新主体的知识、技术等要素优化配置并以

最合理的方式组合，形成功能倍增性和适应进

化性的有机整体 [5-10]。“十二五”建设期间，

口腔医学缺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的代表性

研究成果，学科发展步伐仍需加速，原始创新

能力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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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科研成果转化遇到瓶颈

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科研成果

加快转化，各个高校也积极响应，成果转移转

化制度逐渐完善，管理体系不断优化，成果转

化专门机构也加快发展，成功案例也不断出现。

然而在口腔医学领域，科研成果转化的路径仍

存在较大阻碍。分析原因主要包括：首先，口

腔医学的成果特色是技术、设备和材料，检测

能力不足是影响成果转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其

次，口腔医学科研成果与市场化产业化需求不

能很好契合，专利质量数量增加迅速，质量保

障却没有同步，缺乏项目初期的产业化设计，

不能很好的与市场对接，直接影响后期成果的

产业化进程。最后，相关配套政策没有跟进，

多项专利“无疾而终”，成果转化管理能力与

转化需求不能匹配，相关的管理机制和制度不

完善，缺乏专业管理队伍。这些因素都不同程

度的影响了口腔医学科研成果的顺利转化。

1.3　真实世界研究缺乏动力

真 实 世 界 研 究（Real World Research，

RWR）是在真实临床、社区或家庭环境下获取

多种数据，从而评价某种治疗措施对患者健康

真实影响的研究 [11,12]。2007 年美国国会将真实

世界研究作为医疗卫生改革的主导方向 [13]，并

在 2016 年投入 63 亿元资助癌症研究和精准用

药法案，批准利用“真实世界证据（Real World 

Evidence，RWE）”取代传统临床试验进行扩

大适应证的研究 [14]；我国医学界也出台规范 [15]

助力开展真实世界研究。RWE 研究具有非随

机、开放性、不使用安慰剂的特点，相比传统

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esting，

RCT），RWE 研究的外部有效性更强，更能反映

真实世界；样本量更大、可覆盖广泛患者人群，

对已知混杂因素进行了调整，符合伦理要求 [16]。

尽管真实世界研究优势明显，但其开展具有一

定难度，对大数据的处理要求较高，而规范的

药物和器械临床试验产生的数据其处理工作相

对简单，发展也较为成熟，可与真实世界研究

互为补充，是临床研究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

然而研究表明，我国口腔药物临床试验普遍存

在新药研发不足、适应症范围局限、质量待提

升及研究者任务重且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17]，阻

碍了口腔领域药物及器械临床研究的顺利开展。

2　口腔医学创新体系建设实施措施

2.1　口腔医学创新体系顶层设计

面对学科发展与创新面临的问题，口腔医

学创新体系建设以口腔医学“双一流”学科建

设目标为导向进行顶层设计，以系统理论为支

撑，努力形成特色学科发展方向，推进科研成

果转化。包括：通过国家级研究平台支撑口腔

医学“双一流”学科建设，发展基础研究；以

国家口腔医疗器械检验中心和国家药监局口腔

材料重点实验室为依托打造产品检测平台，推

动研究成果转化；最后通过药物 / 器械临床试

验机构和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为开

展临床研究，将科研成果最终惠及患者。通过

上述路径将基础研究、产品检测平台、药物 /

器械临床试验和真实世界研究创造性有机串联，

这四方面之间的无缝衔接和相互促进共同推进

口腔医学体系的整体创新（见图 1）。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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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

技术 设备和材料

技术推广 企业转化

国家级平台，“双一流建设”

国家口腔医疗器械检验中心

国家药监局口腔材料重点实验室

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

国家口腔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

基础研究

药物/器械临床试验

产品检测平台真实世界临床研究

图 1  口腔医学创新体系建设顶层设计

2.2　建设国家级高水平科研平台

口腔医学创新体系建设通过原始创新为集

成创新提供实验基础及理论支撑，将两者有机

结合，共同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国家级高水

平科研平台是推动原始创新的主要动力，口腔

医学创新体系的构建包括建设口腔数字化医疗

技术和材料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

口腔医学计算机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口腔

数字医学北京重点实验室和生物医用材料北京

实验室（共建）四个国家级科研平台，通过平

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共同推进基础研究水平

的提升。

2.3　提高检测水平推动成果转化

与医学其他专业比较而言，技术、设备和

材料是口腔医学更为突出的特色学科与研究领

域。通过基础研究的前期探索逐步形成的口腔

领域相关技术、设备与材料等成果，需要通过

技术推广和企业转化的形式才能服务国家，满

足人民需求。其中，设备与材料通过对应的产

品检测平台进行性能验证达标后才可以进入临

床试验，进而应用于患者。口腔医学创新体系

建设将提升检测水平作为成果转化的重要一环，

通过建设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北大医疗器

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口

腔材料重点实验室、口腔材料研究室实现了产

品检测服务、监管评价研究和口腔材料研究三

位一体，共同组成了国家级口腔设备与材料产

品检测平台，为提升我国口腔设备材料的上市

前检测能力和成果转化提供平台支撑。

2.4　促进真实世界临床研究开展

科研成果的落地需要真实世界研究的支撑。

口腔医学创新体系建设将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和药物临床试验机机构纳入其中，

为真实世界研究的开展提供有力的平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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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以临床研究大

型队列、临床研究协同创新网络、生物样本资

源库群、诊疗技术质量控制中心、科技信息战

略研究平台和综合诊疗技术转化基地为中心建

设目标，搭建了口腔医学临床研究公共服务平

台为临床研究提供专业服务。药物临床试验机

构通过规范的质量管理体系为临床试验的实施

提供质量保证，提升临床试验质量和管理效率，

节省研究者非临床科研的时间，提高开展临床

研究的积极性，促进口腔医学领域更多高质量

的口腔药物和器械临床试验的发展。

3　口腔医学创新体系建设的初步

成效

2016-2019 年“双一流”与“十三五”建设

4 年期间比较，SCI 论文数量与质量都有明显提

升（见图 2）。国家级人才（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百万人才工程、长江学者、杰青、优青）和省

部级人才（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北京市科技新星、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科协托举人才等）数量也

有明显增加（见图 3）。专利申请、授权与转

化数量增加（见图 4），专利转化合同金额由

不足 300 万元增至近 60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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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专利申请、授权和转化比较

4　讨论

4.1　口腔医学创新体系推动基础研究发展和

人才队伍建设

创新体系的建设以发展高水平国家级研究

平台为抓手，有力地推动了口腔医学基础研究

的发展，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优势学科发展

方向，包括口腔肿瘤、口腔发育学、口腔微生

物与感染、数字口腔医学、干细胞与组织再生、

口腔材料学和唾液腺与唾液腺疾病等，与兄弟

院校学科发展热点专业分布略有不同 [18]；基础

研究水平的提升带动了优势学科与研究团队的

发展，进而培养了大批国内外领军人才，为我

国口腔医学的创新发展和“双一流”学科建设

doi:10.3772/j.issn.2095-915x.2021.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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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有力支撑。创新体系建设以人才建设为

动力，基于全生命周期理论，根据医生职业生

涯特点及成长规律，形成博士后→科研人才第

二梯队→科研人才第一梯队→中青年学术人才

→优秀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及上升路径，为各级

人才量身定制培养计划，为口腔医学学科发展

提供人才源泉和动力。学科带头人制度逐步确

立，以八个重点学科发展为基础形成了若干具

有口腔医学特色和亮点的核心创新团队，制定

了人才队伍建设战略规划，为口腔医学学科发

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4.2　口腔医学创新体系建设有力推进科研成

果转化

创新体系的建设提升了口腔医学领域独特

的技术、材料和设备的检测能力，同时以国家

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药物临床试验机

构为平台将基础研究成果逐步应用到临床实践，

形成“产、学、研、用”全链条良性循环，逐

步探索需求导向的成果转化路径，完善成果转

化机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科研成果。如功能

易适性数字全口义齿使义齿制作全流程精度提

升 1 倍，将患者就诊次数由 5 次减少到 2 次，

治疗操作难度降低 50% 以上。研究成果以第一

发明人授权发明专利 14 项，其中 PCT2 项，全

部实现转化，应用于 109 个国家和地区，全球

应用约 1000 万颗牙齿，形成国际标准 1 项；个

性化 / 数字化 / 一体化纤维桩核在世界上首次提

出一体化桩核的修复理念和制备方法，满足临

床应用需求。研发成果授权发明专利 1 项，获

教育部高等学校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培养中青

年骨干人才 13 人。预期 2025 年在纤维桩产品

市场份额占据国内市场的 50%，有望初步改变

本领域产品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颅颌面精确

微创诊疗机器人系统实现技术可视、实时和精

准，形成了特色的手术解决方案，牵头制定导

航颅底肿瘤穿刺活检技术流程及操作专家共识，

出版专著及教材 4 部，发明专利 2 项，获教育

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完成临

床应用千余例；口腔微机器人自动化牙体预备

系统实现牙体预备机器人与口腔 CAD/CAM 设

备结合的全数字化修复，第一发明人授权专利

5 项，其中美国发明专利 1 项，PCT2 项，已授

权相关企业进一步研发。 

4.3　口腔医学创新体系建设优势探讨

口腔医学创新体系建设以“双一流”学

科建设为引导，以创新为核心，以优势学科

发展与研究方向为基础，加强优势学科引领

的协同规划，发挥各专业基础优势，对学科

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并组织实施，努力构建系

统化、机制化的交叉学科创新转化体系，充

分挖掘内部潜力和发挥资源优势，建设先进

口腔医学科研平台，旨在打造规范并具特色

的口腔医学学科发展模式和世界级的口腔医

学高峰学科。而基于“双一流”学科建设导

向的口腔医学创新体系建设是一个以基础研

究的原始与集成创新为基础，以技术、设备

和材料等为特色，通过产品检测水平的提升

和真实世界研究的推进来共同发展口腔医学

的全链条、闭环、上升的过程，为培养世界

一流的领军人才、建设一流的口腔医学提供

了理论基础、试验平台、转化途径和推广环境，

建设成果显著。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TOMATOLOGY INNOVATION SYSTEM 
BASED ON “DOUBLE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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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学科发展的关键环节和基础步骤。

口腔医学创新体系的建设以“双一流”学科

发展战略为导向，以系统理论为支撑发展全

链条良性发展路径，以全生命周期理论为基

础引领人才队伍建设，通过“以人文本、全

面发展”的思路形成了具有口腔医学特色的

创新体系，对其他兄弟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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