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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道颖影像医学劳模创新工作室寻找医者大道

“最开心的就是抢救回心脏停跳的病人”

救人是她最理想的职业，30

年来，她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成为影像学科公认的大咖。如

今她带领劳模工作室，致力于创

新与传承医工交叉、开发的智能

机器人在国际领先；治病救人、

解病人于危难；师德传承、在影

像世界寻找医者大道。

医工交叉 创新平台能量爆发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华

山医院一间门诊特需诊室里，一

位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屏息

焦虑进入，又大多脸带笑容离

开，这神奇一幕的创造者就是华

山医院副院长、国内影像医学领

域的大咖耿道颖。仔细看着一

位来自西安的疑难杂症患者的

影像片子，耿道颖从他历年拍摄

的数百张片子里找到了确切病

因的线索：“找到病因最重要，要

让病人定心，让他们从我这里走

出去都是开心的。”

要让更多的病人和家属不

失望，耿道颖除了钻研医术，也

将更多精力放在技术和设备的

创新上。2021 年建立劳模创新

工作室，她就把方向对准了影像

学诊断和人工智能影像诊断系

统的研发与临床转化。工作室

30位成员既有来自医院的团队，

更有物理、电子、计算机和生物

医学工程等多个专业的博士参

与，医工结合爆发出的能量让

1+1 远远大于 2。在短短一年

里，动脉瘤、颈动脉斑块分析、脑

肿瘤三种影像学筛查及诊断人

工智能机器人就成功亮相。指

着眼前的读片屏幕，耿道颖说：

“原来所有的片子需要医生初步

筛选，费时费力，而且人疲劳了

就容易出错，但机器人不会，它

一分钟就可以读一张片，可以24

小时持续工作。医生可以在智

能机器人初步筛选的基础上再

做精准分析，大大节约了时间和

精力。”

博导、主任医师尹波对工作

室模式赞不绝口，工作室里有三

分之一是跨医学专业人才，弥补

了原有团队的技术短板，产品创

新开发速度明显加快。另一位

博导、主任医师李郁欣也是工作

室成员，负责输入动脉瘤大数

据，这些数据被导入后，再由其

他专业专家教会机器人人工智

能（AI）形成、判断如何筛选，成

为“影像医生好帮手”。

仁心医者 带领大家日夜奋战

耿道颖时刻牢记着医者的

初心——把救治病人放在第一

位，这份初心也成为工作室全体

成员的日常指南。

今年大上海保卫战期间，耿

道颖吃住在办公室，把自己固定

在了读片机的屏幕前，“眼睛睁

开就看，办公室的电脑没有关

过。”回忆起那段时间，她满是感

慨。在耿道颖的感召下，工作室

的医生们都奋战在第一线。尹

波回忆道，从今年 3 月中旬开

始，他在华山宝山院区定点医

院，工作室成员张军驻守虹桥院

区，还有同事“逆行”临港方舱医

院。在近三个月时间里，工作室

坚持进行 24 小时影像学会诊，

确保 7000 余次的影像学检查无

一漏诊与误诊。

三个月里最让耿道颖难忘

的是，有一天接到一个紧急影像

检测要求，一位新冠患者头痛欲

裂，她检查后发现患者脑部有许

多珍珠状斑点，第一时间做出判

断是非常罕见的胆脂瘤破裂，导

致胆脂瘤性蛛网膜炎症，她与脑

外科医生商量立即为病人脑部

减压，因抢救及时挽救了病人的

生命。回忆那紧张一幕，耿道颖

说：“我年轻时喜欢做心内科医

生，最开心的就是亲手把心脏停

跳的病人抢救回来，到今天我也

觉得，没有任何事能比把病人从

死亡边缘抢救回来，更能让我幸

福和满足了，比吃了蜜还开心。”

言传身教 接力传承大医精诚

“工作室不仅致力于创新研

发，更是一个培养人才、凝聚人

才的平台。”耿道颖细数工作室

成员们时“希望他们各有所长，

也要可以交叉。”工作室成员被

要求参与多学科会诊，与临床医

生结对子。“一方面可以提升自

己的诊疗水平，另一方面能够把

影像技术和临床密切结合。”对

工作室的成员，耿道颖有着细致

规划：尹波研究脑肿瘤疾病，张

军更多参与脑血管治疗，李郁欣

对接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王东

东主攻动脉瘤方向……多学科

的会诊让李郁欣收获颇丰：“交

叉对接、多学科会诊让影像和治

疗更紧密结合，在给病人带来方

便时，也让不同科室的医生沟通

更通畅，有助于医生的知识更

新。”

同时，耿道颖也非常注重医

德传承，她经常说，读片、核片，

发现病症才是硬道理。时至今

日，她仍会和大家一起认真观察

每一个病人的CT/MRI图像，一

个患者的数百张图像，她会一张

张图像看过去，边看还提醒大

家，千万不要忽视一个细节，否

则就有可能漏掉一个诊断依据。

“我遇到的老师都很好。”而

耿道颖也将当初从历任老师那

里学到的医术、医德传递给工作

室的成员们。工作室现有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 2 名、中华放射

学会杰出青年 2 名、国家基金委

优秀青年 1 名、青年长江学者 1

名、银蛇奖 1 名，三级医院放射

科主任更是有 10 余名。工作室

的成员有全国优秀住院医师规

培基地主任，也有全国优秀住院

医师规培带教老师。工作室成

为了一个传承大医精诚的放大

器。 来源：《劳动报》

华山医院耿道颖影像医学

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患者需求为

导向，聚焦神经系统疾病影像学

诊断，以脑血管病、脑肿瘤、神经

系统疑难杂症等重大疾病的诊

疗为主要目标。团队含影像学

各亚专业的主任和副主任医师、

图像处理、计算机及人工智能产

品开发方向的专家等30位成员，

产生了一系列的可转化的科研

成果，是一支高水平的医教研多

学科团队。劳模工作室设立各

类门诊、介入病房以服务不同患

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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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深化新发突发传

染病领域的国际合作，提升疫

苗、药物研发以及诊疗手段，11

月 26 日至 27 日，2022 年上海传

染病论坛在沪举行。本次论坛

由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

全研究院、上海市医师协会、上

海市医师协会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医师分会共同主办。

本次论坛是上海市重大传

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举办的

第二届论坛。论坛聚焦新发突

发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的最新研

究进展，包括“SARS-CoV-2 的

流行病学”“中医药抗疫病”“猴

痘：自然史、诊断和生物学”“疫

苗的发展”“抗 SARS-CoV-2 疫

苗、抗体和抗病毒药物的研制”

“耐药细菌”和“耐多药结核病的

流行病学、预防和治疗”等 7 大

议题展开研讨。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教育科

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上

海市医师协会会长、上海市医学

会会长徐建光指出，本次论坛聚

焦新冠肺炎、猴痘等新发突发传

染病的最新研究进展以及防控

策略，更有益于大家掌握该领域

及相近领域的最新动态，有助于

聚焦该领域及相近领域的学术

前沿，有利于深化该领域科研进

展的沟通与合作。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闻大翔

希望以此次论坛为桥梁，进一步

搭平台、聚英才、集众智，建立全

球一流的公共卫生科研人才网

络。同时能够瞄准重大传染病

和生物安全领域的前沿问题，发

挥上海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的

影响力和地位，向世界展示并提

供我们解决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的上海经验、中国经验、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

宏指出，市传研院成立至今，聚

焦全球传染病

和生物安全领

域 的 前 沿 问

题 ，充 分 发 挥

复旦大学多学

科 的 综 合 优

势 ，在 科 研 攻

关上取得一系

列 重 大 成 果 ；

同时加快汇聚

全球一流科研

力 量 ，努 力 建

设全球重大传

染病和生物安

全相关领域的

人 才 高 地 ；不

断深化体制机

制 创 新 ，打 造

世界顶尖的传

染病与生物安

全综合研究机

构。

在 为 期 两

天 的 论 坛 现

场 ，来 自 美 国

国立卫生研究

院 、中 国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马 来 西 亚

卫 生 部 、哈 佛

大 学 、复 旦 大

学 、上 海 中 医

药 大 学 、班 吉

巴 斯 德 研 究

所 、瑞 士 热 带

和公共卫生研

究所等国内外

高 校 、研 究 机

构的专家学者

围绕新发突发传染病和生物安

全的最新研究进展，带来三十余

场精彩学术报告，共同探索新的

救治和防控策略，深化重大传染

病和生物安全的科研合作交流。

来源：上海市重大传染病与
生物安全研究院

“2022 复旦新药创制论坛”

11 月 26 日在张江成功举办。论

坛致力于打通“基础研究-新药

创制-成果转化”三大环节之间

的壁垒，建设新药创制生态圈，

推动我国新药创制事业的源头

创新、持续创新和循环创新。

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药学院

主办，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

中心、复旦大学校友会光华生命

健康分会、复旦大学张江研究院

协办，1.4万人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参会，聚焦新药创制，

围绕疾病靶标和药物发现、药物

递送和新药评价的主题，研讨如

何充分整合药学、基础医学、临床

医学、生命科学、化学、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等方面研究力量和资

源，在新靶标、新机制、新化合物、

新技术等方面寻求突破，实现从

模仿创新到原始创新的跨越。

生物医药产业是是契合“四

个面向”发展目标的重大领域。

复旦药学学科是“双一流”建设

学科，希望围绕药学前沿，着力

交叉融合创新，向上创新突破，

向下推进转化。

陈凯先院士作题为“生物医

药创新发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主旨报告。大会设立两个分论

坛，分别围绕“疾病靶标和药物发

现”“新药递送和新药评价”主题

交流。圆桌论坛环节围绕“重源

头、促融合、寻找差异化发展的突

破口”“高校创新药物转化的机遇

与挑战”主题交流。 文/刘黎馨

20222022复旦新药创制论坛举办复旦新药创制论坛举办













劳模创新工作室是由在

技术、业务方面有专长，有一

定的理论水平、实践经验、创

新能力和创新成果的劳动模

范作为负责人，并以劳模名字

命名，同时有相关人员组成的

创新团队。“上海市医务工

会”陆续推出一批劳模创新工

作室先进事迹，其中，不少复

旦上医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入

选。

背景

■ 附属华山医院耿道颖劳模创新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