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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多款

智慧医疗产品

医生好帮手来了
本报记者 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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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编 高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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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的医疗场景和当下亟需解决的医疗

痛点，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推出了基于uAI

联影智能平台打造的智能体检读片、智能骨伤鉴定

等智能诊断应用以及智能化医学影像设备，探索人

工智能与医疗的无限可能

用世界眼光思考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大科学计划：出好题更要解好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

科学工程是世界科技创新

领域重要的全球公共产

品，也是世界科技强国利

用全球科技资源、提升本

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合作平

台。如今，中国提出并牵

头国际大科学计划，是一

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科技创

新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将

为解决世界性重大科学难

题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

国声音

“天眼”探空、神舟飞天、墨子“传
信”、“蛟龙”下海……以科技为第一
生产力，中国在全球创新舞台上交出
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唯创新者进，唯
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国务院日前
印发《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
和大科学工程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携手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
挑战，推动世界科技创新和进步。

研究目标宏大

大科学具有多学科、多目
标、多主体、多要素等特点，需要
通过国际科技创新合作来实施

何谓大科学？“投资强度高、多学
科交叉、配置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施

（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科技部国际
合作司司长叶冬柏说，大科学具有多
学科、多目标、多主体、多要素等特
点，其复杂程度、经济成本、实施难
度、协同创新的多元性等都往往超出
一国之力，需要通过国际科技创新合
作来实施。

有 20 多个国家参与的国际大洋
钻探计划就是一个范例。1968 年，

“格罗码·挑战者”号大洋钻探船首航
墨西哥湾，从此开启了地球科学历史
上规模最大的一项国际合作计划。
近半个世纪以来，利用大洋钻探技
术，这个大科学项目的科研人员在全
球各大洋钻井4000 多口，取芯40多
万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深海和地球
科学学术亮点。

“近年来，围绕着物质科学、宇宙
演化、地球系统、能源、材料等探索未
知或关乎人类命运前途的领域，国际
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已经成为
解决全球关键科学问题的有力工
具。”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
中心主任罗德隆说。

事实上，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
学工程不仅是世界科技创新领域重
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也是世界科技强
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升本国创新
能力的重要合作平台。多年以来，
美、德、法、俄及欧盟等国家（地区）和
国际组织在诸多领域组织了数十个
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有效

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提出并牵头国际大科学计

划，将为解决世界性重大科学难题贡
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
国声音。改革开放以来，以发展中国
家的身份有重点地选择参与国际大
洋发现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
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国际地球观测
组织和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等
一些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我国在基础理论研究、重大关键技术
突破等方面逐步实现了由学习跟踪
向并行发展的转变。与此同时，相继
启动建设了同步辐射光源、全超导托
克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500 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等数十个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积极探索以我国为主
的国际合作。

“这为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
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积累了经验，奠定
了基础。”叶冬柏表示。

主导须练“内功”

国际大科学计划牵头人要
有“出题目的能力”，不断拿出解
决问题的方案

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
科学工程是解决全球关键科学问题

的有力工具，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
和科技创新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要
用世界眼光思考人类面临的重大挑
战。国际科技合作，离不开优势领域
和经验积累。”叶冬柏说，成为国际大
科学计划牵头人，要有“出题目的能
力”，“内功”如何，是决定能否提出大
科学计划的关键所在。

根据方案，牵头组织大科学计划
要坚持“中方主导，合作共赢”等四个
基本原则。

“主导就是牵头。”叶冬柏解释
说，这是为解决世界性重大科学难题
主动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并
非把中国的意志强加给他人。“大家关
注的侧重点未必相同，需要共商，达成
一致后，提出具体的方案，围绕方案共
建，围绕成果大家一块共享。”

既然牵头，就要有在国际上拿得
出手的、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中国已
经准备好了，发挥政府的作用，当好

‘后勤部长’。”叶冬柏说，中国将为科
学家攻克人类共同挑战配好助手，做
好组织保障，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贡献中国智慧，提供全球公共产
品，《方案》明确了我国牵头组织国际
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面向 2020
年、2035年以及本世纪中叶三步走的
发展目标：到 2020 年，培育 3 个到 5
个项目，研究遴选并启动 1 个到 2 个
我国牵头组织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
大科学工程，初步形成牵头组织国际
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的机制做
法，为后续工作探索积累有益经验。
到2035年，培育6个到10个项目，启
动培育成熟项目，形成我国牵头组织
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初
期布局，提升在全球若干科技领域的
影响力。到本世纪中叶，培育若干项
目，启动培育成熟项目，我国原始科
技创新能力显著提高，在国际科技创
新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持续为
全球重大科技议题作出贡献。

“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
以实现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
为目标，是基础研究在科学前沿领
域的全方位拓展，对于推动世界科
技创新与进步、应对人类社会面临
的共同挑战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叶
冬柏说。

科学有序推进

我国将围绕物质科学、宇宙
演化、生命起源、地球系统等领
域，制定发展路线图

《方案》已定，下一步我国将如何
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
工程？

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
科学工程要坚持国际尖端、科学前沿
的基本原则。适应大科学计划基础
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特点，聚焦国际
科技界普遍关注、对人类社会发展和
科技进步影响深远的研究领域，选择
能够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共鸣的项目，
力求攻克重大科学问题。

同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
和大科学工程还要注重战略导向，提
升能力。落实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三
步走”战略，服务于科技创新和经济
社会发展整体战略需要，集聚国内外
优秀科技力量，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标志性科研成果，全面提升我
国科技创新实力。

在罗德隆看来，要做“领舞者”，
还要面对很多困难和挑战，“要牵头
组织，首先要能够聚焦国际科技界普
遍关注、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
影响深远的研究领域，选择出能够在
国际上引起广泛共鸣的项目。其次
要具有吸引别国参与的国家影响力，
同时如何协调各国利益，管理来自不
同文化的团队也是很大的考验”。

“结合当前战略前沿领域发展趋
势，立足现有基础条件，我国将围绕
物质科学、宇宙演化、生命起源、地球
系统等领域的优先方向、潜在项目、
建设重点、组织机制等，制定发展路
线图，科学有序推进各项任务实施。”
叶冬柏表示，中国牵头国际大科学计
划将有利于面向全球吸引和集聚高
端人才，培养和造就一批领军科学
家、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学术骨干、工
程师和管理人员，形成具有国际水平
的管理团队和良好机制，打造高端科
研试验和协同创新平台，带动我国科
技创新由跟跑为主向并跑和领跑为
主转变。

加大创新弥补种业短板
□ 农 兴

日前，我国育种家选育的新型耐
盐碱性水稻——海水稻引起国内外广
泛关注。海南南繁基地从上千份海水
稻材料中，已挑选出176份优良品种，
今年将首次在全国大范围试种。种业
是农业产业链最顶端的明珠，现代种
业的竞争实质上是种业科技的竞争。
我国种业发展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
走过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种业发展
历程。

如今，以科技为支撑、企业为主体
的商业化育种共识已经形成，专家挂
职兼职、成果作价入股、平台共建共用
等科企合作模式方兴未艾。品种权益

改革的推进、成果转化平台的建立，有
力推动了种业成果转化，调动了科研
人员的积极性，强化了科研瞄准市场
的创新导向机制。最新数据显示，企
业获得新品种权数量已超过科研单
位，成为育种创新主体。

尽管如此，我国种业科技创新的
短板依然明显：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加
快与创新利用效率不高并存，资源精
准鉴定、挖掘利用亟待加强；科研育种
人员多、投入大与产出转化效率不高
并存，工厂化、流水线式的现代育种体
系建设亟待加强；我国生态多样、物种
丰富与特色作物种业发展滞后并存，
特色作物品种研发、种子种苗生产亟
待加强；种业企业多、发展快与核心竞
争力不强并存，企业科技创新亟待
加强。

放眼世界，种业科技形势正发生
深刻变化。20世纪以来，全球种业科

技先后经历了矮秆化、杂交化、生物技
术 3 次技术革命。当前，世界范围内
以“生物技术+信息化”为特征的第4
次种业科技革命正在孕育：以生物组
学为代表的前沿学科揭示了性状形成
机理，理论突破正在形成；以基因编辑
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使育种定向改良
更加便捷；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研发
平台集成了生物技术和智能技术，品
种“按需定制”正成为现实。

由此看来，第 4 次种业科技革命
对我国种业发展既是巨大挑战，也是
难得机遇。过去有人常讲，“洋种子按
粒卖，国产种子论斤称”；还有人说，

“大路货泛滥，同质化严重”，都是种业
科技不强、种业创新不够的体现。那
时，一些种业企业“换个车灯就是一辆
新车”的所谓“新品种”层出不穷；掌握
大量人才和资源的科研院所以论文为
导向，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应当说，

虽然我国种业基础科研有优势，但技
术创新、产品创新能力梯次递减，没有
形成产业优势。

种业创新要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
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加快培育种
业发展新动能。要加强基础研究，遵
循种业科研专注性、长期性、系统性的
特点，加快前沿学科发展，再造像杂交
水稻一样的突破性成果。同时，要创
新体制机制，调动科技人才的创新积
极性，以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方式，建
立一体化创新机制。

值得强调的是，构建一体化创新
机制的关键是推动种业创新资源和人
才向企业流动。要深化科企合作，推
动种业企业和科研单位建立利益联结
机制，加快种业创新资源向企业聚集；
鼓励企业联合成立公益性产业创新研
究机构，推进科技资源整合和产学研
深度合作。

智能体检读片、智能骨伤
鉴定、乳腺病变智能分析……
在日前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举办的首届联影全球创新
大会上，联影展示了10多项创
新成果，并发布了 uAI 联影智
能平台。联影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薛敏表示：“联影搭建
一个平台，聚集产、学、研、医，
以更前瞻的创新、更多元的学
科融合、更深度的跨界协同，实
现共生共赢。”

诊断精准度高

联影智能发布的跨产品
线、开放的联影人工智能平台
uAI，将人工智能技术贯穿应
用于现有影像、放疗、uCloud
联影智慧医疗云全部产品。

目前，联影智能已经与包
括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 15 家
科研院所共同展开 16 项科研
合作项目，课题涉及肝细胞
癌、脑胶质瘤、帕金森病、脑
卒中和骨肿瘤等多项疾病，共
同探索人工智能与医疗的无限
可能。

针对不同的医疗场景和当
下亟需解决的医疗痛点，联影
推出了首批基于uAI打造的一
系列产品，包括智能体检读片、
智能骨伤鉴定等 10 款智能诊
断应用以及3款智能化医学影
像设备。以“智能体检读片”为
例，在中国，一家体检中心每天
会产生上千例X 光胸片，但平
均往往只有几十例存在异常，
医生要将大量时间精力耗费在
逐一阅读健康胸片上。这样不
仅医生负担重，患者看病也要
耗费更多等待时间。

现在，只需在 X 光设备上
安装这款“智能体检读片”智能
诊断应用，就能有效解决这一
问题，它如同一位医生的“AI
助理”，可快速从海量影像中预
筛出健康的X 光胸片，只将有
疑似疾病的提交医生阅读。“不
仅能将不同肺部疾病的片子分
流整理，让医生知其然；还能将
片子中的异常区域可视化，让
医生知其所以然。”联影智能核
心团队成员之一郑介志表示，
为了保证这位“AI 助理”筛选
胸片的精准程度，团队使用了
20 万个 X 光胸片数据对其实
行深度学习训练。目前，在肺
结节、肺水肿、胸膜增厚等 14
种肺部疾病中，这位“AI助理”
已有9种诊断精准度排名世界
第一。

同样，基于 uAI 联影智能
平台推出的智能化医学影像设
备，医生的扫描效率也将大大
提升。“设备智能化，简单来说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方法把成像

过程做得更好、更快、更安全、
更经济。”联影智能联席 CEO
沈定刚介绍说。

沈定刚说，以联影智能天
眼CT为例，以往CT检查时放
射科技师需要经过体位选择、
完成患者摆位、确定扫描范围
等多个繁琐环节，工作量大，扫
描质量参差不齐。智能天眼
CT 通过“刷脸”，就能识别不
同性别、年龄、体位患者的摆位
情况，实现一键自动摆位，在提
高效率的同时，保证摆位的准
确性和拍片质量。目前，这一
应用可覆盖人体CT日常扫描
范围的70%部位。

提高疾病可控性

谈及联影科研平台的系列
成果，业界专家认为，联影为新
一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带来新突
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
射科主任曾蒙苏说：“光梭成
像技术可以在自由呼吸状态
下实现快速动态扫描，为临床
和科研提供新手段、新思维。”
以往在磁共振腹部拍片中，为
了杜绝呼吸伪影，受检者需要
深吸一口气，再憋足数秒，为此
受检者经常面红耳赤。联影光
梭成像技术的诞生让扫描从此
告别了屏息时代。曾蒙苏认
为，联影这一创新能够精准捕
捉造影剂的动态流入过程，为
肝癌的临床应用引入了崭新的
思路。

去年，联影“时、空一体”超
清TOF PET/MR正式落户上
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基
于此，中山医院核医学科使用
联影量身定制的小动物专用科
研线圈与扫描协议，成功完成
了小动物试验；随后依次完成
了头部、颈部、肝部、肺部的多
项临床验证。复旦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石洪成表
示：“这台 PET/MR 能够兼顾
多床位全身 PET 扫描和单床
位MRI扫描，可充分发挥分子
影像在临床与科研领域的优
势,让精准医学更进一步。”

“ 借 助 联 影 数 字 光 导
PET-CT的高分辨率，我们实
现了诊疗一体化。”南京市第一
医院核医学科主任王峰说，“基
于这台设备，我们在动态观测
病灶变化的基础上，一边诊断，
同步治疗，极大提高了重大疾
病的可控性”。

基于联影的新技术，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放射
科主任詹松华提出了智能化中
医诊断及治疗方案的畅想：“未
来我们将与联影合作，结合影
像大数据与中医诊断经验，建
立深度学习训练集，让人工智
能助力现代中医发展。”

超强超短激光是目前已知的最高
光强光源，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极端物理条件与全新试验手段。图为
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日本藤田保健卫生大学医院核医学技师在操作联影96环光
导PET—CT。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