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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像诊断中心

宁大附院
优势学科群

严重的心梗可致命，冠状动脉
CT血管造影是评价患者冠状动脉
状况的门户检查，以往这种检查报
告中只有血管狭窄程度。今年7
月，宁大附院在业内率先推出冠状
动脉CTA与血流储备分数智能报
告系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处理和
分析影像数据，以获取冠脉血流储
备情况。

在宁大附院提供的可视化冠状
动脉造影报告中，用深浅不同的颜
色显示冠脉各段血供情况，绿色表
示通畅，黄色表示血供比较紧张，红
色表示可能出现心肌缺血的情况，
让医生和患者都能更直观地了解冠
脉血供情况。

一位71岁的女性患者，既往有
房颤、高血压和心功能不全病史，此
次因椎管内肿瘤住院治疗，住院期
间偶尔有胸闷症状。在手术前冠状
动脉CT血管检查结果显示，这位
患者冠脉左前降支出现了重度狭
窄，达到约 80%。按照以往的标
准，冠脉狭窄程度超过75%就有放

支架的指征。
患者究竟需不需要做支架植入

手术？通过冠状动脉CTA与血流
储备分数智能报告系统，医生判断
这位患者即使在冠脉最狭窄的地方
血流储备还是比较充足，可以不用
放支架。这份报告给外科医师吃了
颗定心丸，后来患者顺利接受了肿
瘤手术，如今出院几个月了，恢复情
况良好。

“这套智能处理系统只需要5
分钟，就可实现对患者冠脉狭窄和
血供储备状况的精准判断，为支架
植入决策提供精准指导，在降低费
用的同时，也提升了患者就医体
验。”汪建华介绍，目前借助人工智
能辅助影像诊断的工作还刚刚起
步，今后团队将充分利用示范基地
优势，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心血管
疾病、胰腺肿瘤靶向药物选择、脊柱
侧凸以及神经认知功能评估等方面
发挥更大的作用，让智能影像技术
更好地赋能临床，服务患者。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庞赟

肺结节报告不但有
直径大小，还能计算出
体积和重量，出具多维
度智能风险评估报告；
拍骨龄片，骨龄可精确
到月份，还能结合遗传
等因素对孩子未来身高
进行预测……近年来，
作为宁波市医学重点学
科，宁大附院影像科通
过产学研深度合作，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影
像诊断，为临床提供更
精准的决策参考。

宁大附院影像科团队成员合影。

如今，关注孩子身高的家长越
来越多。去医院拍骨龄片，医师一
般对照图谱进行诊断，给出的骨龄
只精确到年份，无法提供更精确的
信息。而在宁大附院，一张骨龄片
报告的信息更多。

今年7岁10个月的男孩小文
身高1.4米，在班里不算高，家长迫
切想知道孩子未来究竟能长多高。
外院骨龄片报告显示小文的骨龄为
7-8岁。看到这个报告，家长一脸
懵：孩子的骨龄到底是7岁还是8
岁？

一家人辗转来到宁大附院影像
科咨询。通过青少年骨龄及生长发
育智能快速精准评估系统，医生为
小文出具了精准的骨龄报告：根据
掌骨判断，小文的骨龄比实际年龄
大1岁11个月，根据指骨判断，小
文的骨龄比实际年龄大 2岁 8个

月。不过根据父母遗传身高以及孩
子身高体重状况，系统预测小文成
年后实际身高在1.75米左右。小
文的父母看到这个结果，觉得孩子
可以达到自己心理预期的身高，放
下心来。

“传统的骨龄片是通过掌骨的
骨骺生长情况来判断的，往往以

‘年’为单位，不够精准。我们增加
了指骨骨骺的观测点，同时对骨骺
大小进行分级判断，把骨龄精确到

‘月’，此外，还结合父母身高等遗传
信息进行青少年未来身高预测。”
汪建华介绍，下一步团队计划综合
孩子的睡眠、营养状况、生长激素水
平等多模态信息，使得身高预测更
加智能、更加精准。医院正在组建
由内分泌科、儿科、影像科专家在内
的青少年生长发育多学科团队，以
便更好地为家长和孩子服务。

能判断结节大小
还能算出体积和重量

骨龄片可以精确到月份
还能预测身高给出生活指导

如今在体检中心查出肺结节的人群越来越
多，拿到报告，很多人都难免焦虑。一位32岁的
男患者在招工体检中发现左肺有一个超过1厘米
的磨玻璃样结节，诊断报告性质待定，当地医生建
议他抗炎治疗后3个月复查。但患者很紧张，年
纪轻轻的，这会不会是肺癌？

患者辗转来到宁大附院影像学科带头人汪建
华主任医师的肺结节影像诊断专家门诊。详细解
读了外院的胸部CT后，汪建华建议患者采用智能
肺结节靶重建新技术进一步明确肺结节性质。看
到患者一脸疑惑，他解释说：“所谓靶重建就是以可
疑肺结节为中心进行局部特写放大，通过三维重建
显示病灶细微结构，帮助更精准判断病变性质。”

通过肺结节靶重建和人工智能技术，医生把
患者肺结节的位置、大小形态、密度以及结节与邻
近血管、支气管、胸膜的关系都进行呈现，还计算
出体积和重量以便动态观测，所有信息呈现在一
份肺结节风险评估报告上，让患者一目了然。最
终，汪建华判断这位男患者的肺结节虽然直径不
小，但良性的可能性大，建议他戒烟、注意健康生
活方式，一年后低剂量CT复查，不影响生活和工
作。看到这份详细的报告，患者悬在心上的一颗
大石头终于落地了，一年后他如约来到宁大附院
复查，医生发现结节变化不大，可以继续观察。

“传统的肺结节报告只有大小和性质，不能全
面反映肺结节的情况，”汪建华介绍，为了给肺结
节患者提供更精准的诊断，医院在参与国家重点
研发项目过程中，与人工智能高科技企业合作研
发了这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肺结节靶重建
结构化报告系统。这套系统还可同时评估肺功能
和冠脉粥样硬化风险，为需要肺结节手术的患者
提供心肺一站式筛查及评估。如今这套系统已经
应用于临床一年多，为上百位患者提供了详细的
肺结节智能风险评估报告。据悉，该团队今后还
计划开发方便阅读困难人群（如老年人）的有声报
告。“一份影像报告承载的不仅是医疗技术，更重
要的是医者的暖心服务。”汪建华说。

精准测量每段冠状动脉
还能形象展示血流储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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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肺结节体积和重量
骨龄片能预测身高

宁大附院影像科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精准服务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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