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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精彩时光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近日，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6
层会诊中心，一场疑难病例多学科会
诊热烈展开。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
会诊多了一名“神秘医生”。

在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北京
儿童医院院长、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
家倪鑫教授的主持下，来自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肿瘤外科、肿瘤内科、神经
外科、神经内科、精神科、感染内科、免
疫科、骨科、影像中心、超声科、口腔科

等科室的13名知名专家，对一名8岁
患儿的病情进行讨论。与此同时，人
工智能（AI）儿科医生正式“上岗”，标
志着北京儿童医院开启“AI儿科医
生+多学科专家”双医并行多学科会
诊模式。

据了解，该患儿出现抽动症状已
3周，并且在两周前被发现存在颅底
肿物，病因复杂，先后就诊于天津、北
京的多家医院。北京儿童医院专家
们详细查阅了患儿在其他医院的就

诊记录，询问了病史。经过认真讨
论，专家们认为患儿的颅底肿物可能
为皮样囊肿或肿瘤，需进行局部磁共
振评估，但该肿物与抽动症状无直接
关联，因此建议尽快完善增强磁共振
检查。与此同时，AI儿科医生也投
入工作。工程师将患儿的主诉和病
历资料输入模型后，AI儿科医生给
出了与专家组会诊结果高度吻合的
建议。

倪鑫介绍，此次亮相的AI儿科医

生是北京儿童医院正在研发的儿童
健康大模型系列产品之一。这是一
款专家型AI儿科医生，相当于专家
的临床科研助理，能够帮助医生快
速获取最新科研成果和权威指南，
辅助医生进行疑难罕见病诊断和治
疗，提升临床决策效率。近期，北京
儿童医院将陆续推出家庭型 AI 儿
科医生和社区型AI儿科医生，用于
满足家庭保健需求，提升基层儿科
服务能力。

据悉，此款专家型AI儿科医生，
是北京儿童医院依托儿童医学大模型
与健康医疗创新应用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和儿童创新医疗器械概念验证平
台，与相关科技公司联合研发的。研
发团队整合北京儿童医院300多名知
名儿科专家的临床经验和专家们积累
数十年的高质量病历数据，通过结构
化临床推理范式训练，构建了覆盖儿
童常见病与疑难病症的立体化知识体
系，打造了此款产品。

北京儿童医院开启“双医”并行多学科会诊模式

AI儿科医生首次参与疑难病例会诊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旭 郭睿
琦）近日，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神经外科韩圣教授团队成功为一名
15岁患者实施显微镜、内镜双镜联合
下的第四脑室肿瘤切除手术。

这名小患者头痛已半年之久，近
一个月症状加剧，恶心呕吐剧烈，走路
不稳，生活和学业受到严重影响。家
人带他到当地医院进行颅脑 CT 检
查，结果提示小脑蚓部第四脑室肿瘤，
肿瘤直径达3厘米，紧紧压迫脑干，并

引发幕上脑室扩张。倘若不及时治
疗，患者可能由于脑积水出现严重颅
高压，甚至发生脑疝。

家人带他到中国医大一院神经外
科韩圣教授处求治。韩圣为其完善检
查，系统评估病情。鉴于病情复杂，神
经外科主任欧绍武教授带领神经外科
专家针对患者的病情展开深入细致的
分析讨论，以明确下一步诊疗方案。

专家们经讨论认为，患者肿瘤
位于第四脑室，对脑干这一人体关

键中枢造成明显压迫，导致脑脊液循
环不畅，出现脑积水、颅高压症状，并
且有持续恶化的趋势，严重威胁患
者生命。如果手术创伤过大，易引发
小脑缄默综合征及平衡障碍等相关
并发症。

韩圣团队为此决定采用显微镜、
内镜双镜联合技术展开治疗。双镜联
合既能运用显微镜下的立体视觉来灵
活操作，也能够利用内镜进行全方位、
多角度观察，取得微创的效果。韩圣

团队采用此术式意在精准切除病变组
织，同时最大限度保护周围脑组织，减
少手术对患者神经功能的影响，为术
后康复打下坚实基础。

手术时，手术团队尽量缩小手术
切口完成开颅。在显微镜下，韩圣仔
细分离小脑延髓裂，利用自然腔隙进
入第四脑室，顺利找到肿瘤，避免了对
小脑蚓部、脑干神经纤维束、第四脑室
底部重要神经核团等多处重要组织的
损伤。

手术团队在术中发现，肿瘤体积
大，表面血运非常丰富，极易出血，而
且肿瘤内部包裹小脑后下动脉的重要
分支血管，这无疑增加了手术难度。
手术团队轻柔分离肿瘤与血管的粘连
部分，在小心翼翼保护血管的同时，完
整精确地切除肿瘤。接下来，韩圣利
用内镜系统，进一步探查第四脑室顶
部。该区域在显微镜下难以观察和到
达，而利用内镜技术则可以很好地显
露，有效减少对小脑蚓部的牵拉，实现
更加微创的操作。手术团队在内镜下
对肿瘤切除的完整性、中脑导水管的
通畅性等进行了仔细观察确认，以确
保患者脑积水能够在术后得到缓解，
避免出现相关症状。

历经数小时的紧张操作，手术取
得成功。术后，患者接受对症支持治
疗，恢复良好，顺利出院。

显微镜+内镜 切除第四脑室肿瘤

本报讯 （通讯员陈世江 周瑞）
近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
子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完成首例在
体外膜肺氧合（ECMO）联合主动脉
内球囊反搏（IABP）辅助下的冠脉复
杂病变介入治疗，为一名危重急性心
肌梗死患者成功进行完全血运重建。

前不久，该患者因急性心肌梗死
合并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严重心律

失常等，被送到石河子市人民医院就
诊。急诊冠脉造影提示，患者冠脉三
支病变（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弥漫病变
且次全闭塞，回旋支、右冠状动脉慢性
闭塞）。由于患者病情危重，医生准备
予以药物治疗后将其转到心脏外科进
行急诊冠脉搭桥手术。但此时，患者
病情恶化，肌钙蛋白持续升高，不具备
转运进行冠脉搭桥手术的条件。

随后，该院副院长刘江文、医务科
副主任李景涛，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
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高立建、心外科
主任宋民，兰州大学第一医院ECMO
团队主任卢安东、医生马娟，正在兰州
大学第一医院进修ECMO的石河子
市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周锐等
对病例进行了讨论。

征求患者家属同意后，专家团队

决定在ECMO联合 IABP辅助下为
患者进行冠脉介入操作，实现完全血运
重建。术前，石河子市人民医院多学科
团队就患者围手术期可能遇到的风险
及意外情况进行充分评估，与设备物资
管理科、超声诊断科、介入导管室等相
关科室进行充分沟通，确保患者安全度
过围手术期。

手术当日，在反复演练的基础上，

周锐在卢安东指导下，完成患者EC-
MO上机操作。ECMO、IABP的同
时运转给予了患者充分的循环支持，
患者面色、口唇逐渐转红润，血压、血
氧饱和度明显提高。为保证患者各项
指标稳定，预防各种严重并发症，心内
科医务人员严密观察患者的体温、血
流量、管道内血液颜色及循环情况，调
整ECMO参数。

接着，高立建带领石河子市人民
医院专家团队，为患者进行冠脉复杂
病变完全血运重建治疗。术后，患者
心功能逐渐恢复，并于手术当日顺利
撤除ECMO动脉置管，于第8天停用
IABP。在此期间，患者血压、心率、血
氧饱和度等各项生命体征平稳。经过
精心细致的救治，患者近日已出院。

ECMO+IABP 辅助完成血运重建

本报讯 （特约记者严丽 通讯
员谢东兴）步行是一种老少皆宜的运
动方式，但步行属于负重运动，其对膝
骨关节炎发病的影响在医学界一直存
在争议。近日，国际期刊《风湿病年
鉴》发表的一篇题为《步行与膝骨关节
炎发病风险的关联：一项大规模前瞻
性队列研究》的原创论著，揭示了步行
运动与膝骨关节炎发病之间的关联。

据了解，步行可分为主动步行和
随意步行。主动步行是指持续、快速

（≥60步/分）且由明确目的驱动的步
行，如快走通勤、徒步锻炼等。随意步
行是指间断、慢速（＜60步/分）且在
日常生活中自然发生、无明确目的和
计划的步行，如随意走动、休闲逛街
等。主动步行和随意步行因活动频率
和强度存在显著差异，对膝骨关节炎
的作用可能截然不同。

为此，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骨科、老
年骨关节疾病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雷光华、曾超、魏捷教授团队开展此项
研究，首次探究主动步行和随意步行
这两种步行方式对膝骨关节炎发病风
险的影响，并发表上述原创论著。

该研究纳入40岁以上研究对象
89969名，研究对象平均年龄为56.0
岁，女性占比56.5%。结果表明，未患
膝骨关节炎的人从每日主动步行
2000步开始，随着步数增加，膝骨关
节炎发病风险逐渐降低，直至达到
8000步。而每日随意步数增多不仅

无益，甚至可能增加膝骨关节炎的发
病风险。

研究人员表示，该研究为深入解
析步行运动与膝骨关节炎发病风险
之间的关联提供了重要证据，为膝骨
关节炎预防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科学
依据。然而，研究结果背后的生物学
机制是什么？步行与膝骨关节炎患
者的病情进展是否具有相关性？这
些重要问题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
步探讨。

怎样走路才不伤膝？有答案了

浙江省肿瘤医院
启用重离子医学中心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屹峰 记
者郑纯胜）近日，浙江省首个重离子医
学中心在浙江省肿瘤医院启用。

据该重离子医学中心主任朱骥介
绍，中心配备了国产重离子医疗装
置。目前重离子治疗的适应证涵盖大
部分早中期的实体肿瘤，也可用于治
疗部分有并发症、处于中晚期的肿瘤
患者，可以替代手术治疗。

浙江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程向东
表示，重离子医学中心还将带动临床
诊疗、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和装置制造
等多方面发展。未来，国产重离子医
疗装置的研发和生产基地、全国重离
子治疗数据中心等也将落地浙江，形
成从研发、转化、生产到临床应用的全
链条生态圈。

湖南省胸科医院探索部署
DeepSeek大模型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正强 通
讯员陈志明）近日，湖南省胸科医院基
于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DeepSeek
大模型推理服务，上线“医学科研小
助手”智能体，应用于对“胸外科无管
化手术病人临床路径”的完善和优
化，为医疗服务全时、全域提供分析
与解读。

以湖南省胸科医院胸外科开展的
无管化手术为例，外科医生将“胸外科
无管化手术病人临床路径”方案上传
至“医学科研小助手”智能体后，智能
体将基于DeepSeek大模型的知识库
搜索和计算，对文档的内容提供优化
方案及建议，为医生提供临床路径建
议。除完善手术病人临床路径外，湖
南省胸科医院还将DeepSeek大模型
运用到公共卫生领域，开发结核病感
染风险自测评估程序，对结核病流行
趋势进行预测分析，从而改善结核病
监测，优化公共卫生政策。

为了确保应用人工智能过程中数
据和患者隐私的安全，湖南省胸科医
院研发团队研发了智能体编排工具，
结合医院自身情况，构建个性化知识
库，并持续对AI进行医疗场景训练和
优化，在提升医疗服务智能化水平的
同时，确保AI模型与医疗场景更匹
配，敏感信息更安全。

新AI模型助力预测
急性肝损伤恶化风险

据新华社东京2月13日电 （记
者钱铮）日本研究人员日前在新一期
美国学术期刊《国家科学院学报·交叉
学科》上发表研究成果说，他们开发出
一个人工智能（AI）模型，可根据急性
肝损伤患者初诊时的血检结果等信
息，预测患者病情是否容易恶化成急
性肝衰竭。

日本九州大学、名古屋大学等机
构日前发布联合新闻公报说，急性肝
损伤患者中，约99%不需要治疗就能
恢复，约1%的患者会出现肝功能下
降，发展成急性肝衰竭。急性肝损伤
恶化产生的急性肝衰竭治疗很困难，
每年发病人数又不多，缺乏经验的医
疗机构难以迅速采取合适的应对措
施，从而直接影响患者存活率。

借助AI技术，研究人员分析了
319名急性肝损伤患者住院后一周内
血检指标——凝血酶原（生成于肝脏
的一种血液凝固因子）变化情况。他
们发现急性肝损伤患者根据临床病程
和预后的不同，可分成6组。第一组
和第二组仅需要观察病程，患者能够
自然恢复；第三组和第四组对内科治
疗有反应，治疗后可恢复；第五组和第
六组对内科治疗无反应，需要接受肝
移植或者最终死亡。

研究显示，应用AI技术，仅通过
患者初诊时的血液检查结果等信息，
就能较精确预测患者会进入哪一
组。会不会发展到需要移植的第五
组和第六组的预测准确率约为90%，
会不会进入第三组和第四组的准确
率约80%。

公报说，这项研究成果能帮助临
床医生作出迅速且合理的判断，有望
尽早治疗病情可能恶化的患者，改善
急性肝衰竭的预后。

新型电子皮肤
可在10秒内自我修复

据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记
者李雯）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在美
国《科学进展》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开发
出一种新型电子皮肤，在受损后10秒内
可恢复80%以上的功能。这项技术有
助解决可穿戴设备等的耐用性问题。

电子皮肤是模仿人类皮肤感知功
能的一种传感设备，可应用于医疗健
康、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诸多领域。
传统电子皮肤设备常在刮伤或损坏时
失效，实际应用受到限制。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
韩国首尔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开发的新型电子皮肤具有
超快的自我修复能力，可将修复时间
缩短到几秒钟，而此前的技术可能需要
几分钟甚至几小时才能自我修复。

据介绍，新型电子皮肤以热塑性
聚氨酯为主要材料，同时加入双（4-
羟苯基）二硫醚、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
等物质，借助动态化学键等提高电子
皮肤自我修复能力。

研究人员说，除可承受日常磨损
外，新型电子皮肤在水下等具有挑战
性的条件下依然可靠，且集成了先进
的人工智能系统和高精度的健康监测
系统，可对使用者精确进行实时疲劳
检测和肌肉力量评估，有望用于运动、
康复、健康监测等领域。

武汉同济医院
实现数据产权“双登记”认证

本报讯 （特约记者常宇 通讯
员谢雪娇 陈妍妍）继获得湖北省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数据知识产权证
书》之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武汉同济医
院）日前又荣获湖北省数据局监制、中
部数据流通服务中心颁发的湖北省事
业单位首张《数据产权登记证书》，成
为湖北省首家完成数据知识产权和
数据产权凭证“双登记”的机构。

此次“双登记”的数据集为“临床
真实世界研究数据集”。该数据集是
武汉同济医院依托医院大数据平台，
在对临床数据进行汇聚、治理与管理
的基础上，经过脱敏处理及安全加
密，形成的标准化、高质量、匿名化数
据集，有利于推动数据资源的开放共
享与安全利用。

该数据集不仅能为流行病学研
究、卫生经济评估、药物上市后监测
等多个领域提供数据支持，还能通过
对数据进行整合与分析，提升医院的
诊疗质量、科研能力、工作效率和管
理水平。

AI智能机器人
科普展

近日，AI 智能机器
人科普展在江苏省南京
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从
能歌善舞、与人互动的
娱乐机器人，到可以完
成复杂任务、协助人类
工作的工业机器人，集中
展示了现代科技的魅
力。图为观众在科普展
上与机器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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