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学科开展的临床诊疗业
务齐全，科研底蕴深厚，在恶性肿
瘤分子影像学、心肺肾功能影像
学、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的临床应
用、低辐射医学成像和辐射生物
学效应评估以及心脑血管疾病
影像学评估等方面均开拓了一
系列深入的研究工作。团队致
力于分子影像学基础研究多年，
就在不久前，他们成功研发自供
氧仿生纳米抗肿瘤药物，为改善
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预后提供
新方法。

近两年，该团队培养了很多
亚专业人才，医生组硕士比例由
原来8%提升到54%，老中青配
合默契，在一项项临床任务和科
研项目完成的过程中，培养出新

生代熟练掌握技能的青年人才。
作为国家级放射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和宁波大学直
属附属医院学科，科室承担本科
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研究
生的培养任务，教学成绩显著，
近 3 年执业医师首考通过率
100%，结业考核合格率100%。
身为宁波大学医学院硕士生导
师的李强正在培养 15 名研究
生，同时他还是中科院宁波材料
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指导的1名
博士后即将出站。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基于
扎实的持续探索，这支团队在科
研方面十分高产，近5年产出各
类课题立项10余项，论文80余
篇，专著3部。

近日，鄞州人民医院又迎来
一个重要时刻：被称为“CT界航
母”的新一代数字化PET/CT已
经投入使用。作为目前国际上
最为先进的分子影像设备之一，
为临床诊治和科学研究带来新
的突破，该院对恶性肿瘤、神经
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等
疾病的综合诊疗水平将会更上
一个台阶。

73年如一日，医学影像和核
医学科团队将继续保持低调务实
的风格，继续不断追求卓越，开拓

“精准诊疗”新高地，将“早发现、
早治疗”的节点不断前移，加快推
进宁波地区医学高峰建设，为广
大市民的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冯济业

1 研发人工智能（AI）辅助诊断系统 疑难杂症无处遁形

影像诊断不太为普通人所
熟知，很多人以为只是放射拍片
或者读片，其实远非如此。过去
几十年来，肋骨骨折的诊断一直
是影像科医疗纠纷最多的地方，
牵涉到伤残评定问题，多报、少
报都容易惹上医疗官司，让影像
诊断医生十分头痛。

由于细微的肋骨骨折肉眼难
以发现，等骨痂形成后的形态与血
管在影像表现上看起来很相似。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学科带头
人、科主任李强博士的牵头下，医
院与上海科技大学合作研发了一
套人工智能系统，让肋骨、椎体骨

折自动现形，为临床医生的下一步
诊疗提供了精准的依据。

尝到甜头的团队与上海方
面的合作更加紧密。肺小结节
的人工智能诊断目前已经应用
非常成熟，肺部感染炎、间质性
肺病、纵膈疾病的AI应用也展
示出较高的准确率，提高医生的
工作效率。

类癌是一种肺部神经内分
泌肿瘤，如果长在特殊位置，CT影
像中会“伪装”成肺内的血管。曾
有位患者前来就诊，李强团队使用
人工智能系统对CT片第三次进
行筛查时，发现是个结节。最终通

过手术确诊了其为肿块型的类癌，
且恶性程度高。“如果再晚半年做
手术，患者的5年生存率就会大打
折扣，这套系统帮助医生挽救了患
者的生命。”李强告诉记者。

近年来，医院还组建了包括
放射科、呼吸科、胸外科、病理
科、肿瘤科以及心理科专家在内
的MDT（多学科诊治）团队，一
起为患者进行全方位综合评估
诊断，最大限度减少误诊误治。

此外，团队在心脑血管疾病、
骨龄评估方面的研究也大大提高
了效率和精准度，深受临床医生
和患者及家属的好评。

新型影像科“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鄞州人民医院医学影像和
核医学科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
年的医学影像科，下设普通放
射、CT 室、磁共振室、核医学
（PET/CT）、介入治疗室、医学
影像实验室以及11家医共体单
位放射科，是目前宁波市学科门
类最为齐全的科室之一，有医护
人员80余名。其中介入组的手
术量每年可达到400余台，位于
全市首位。

据科室副主任、介入组负责
人马霁波介绍，该组担负着辖区
内脑梗、消化道出血、大咳血、产
后大出血等急救任务，并协同心
血管内科、神经内外科及血管外

科24小时常态化开展心梗、脑出
血、动脉瘤等危重急症的抢救。
介入放射学近些年发展迅速，它
在放射诊断学设备的引导下，通
过细微的创口将特定的器械导入
人体病变部位，进行疾病诊治，是
微创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霁波说，介入医生需要掌
握临床各学科的综合知识，根据
疾病和患者的特点，将微创治疗
分为血管和非血管介入。团队
在血管介入方面经验丰富，尤其
是血管内球囊成形、支架术、溶
栓术、取栓术等，灵活运用，融会
贯通。非血管介入近年来发展
势头良好，在吴益峰博士的带领

下，肝癌灌注治疗、胆胰肿瘤的
放射性粒子植入、急性肠梗阻诊
治等都取得良好效果。

由于介入手术是在影像引
导下的治疗，X射线成为介入医
生躲不过的健康威胁。每次手
术，他们都要穿上二三十斤重的
铅衣，在手术台前一站数小时，
经常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疼。
但这些不算什么，为了手术操作
方便，医生的胳膊、手、脸等部位
都是直接暴露在外的，缺少防
护，不少医生因为长期手术患上
放射性皮炎。然而却没有一位
医生退缩，肩上有比铅衣更重的
托付，那就是患者的健康。

最新检测仪器界的“航母”助推临床科研登高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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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疾病的治疗都离
不开精确的诊断，需要科学先进
的仪器和技术作为支撑，以及“火
眼金睛”的医学影像医生，他们在
纷繁复杂的黑白图像中找到蛛丝
马迹，为临床治疗和手术建立“航
标”，为患者进行定位治疗。

有着73年历史积淀的宁波
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鄞州人民
医院）医学影像和核医学科近
年来发展迅速，在临床诊疗、人
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均取
得了不俗的成绩，于2020年被
评为宁波市医学影像重点学
科。如今，随着被誉为“CT界
航母”的PET/CT落户该院，该
院的分子影像临床诊疗和科研
条件又迈上了新的台阶。

“分子影像是 21 世纪最具
发展前景的医学研究领域，
PET/CT 是目前临床应用最为
成熟的分子影像设备，可以较
一般检查设备提前半年发现微
小肿瘤，对难以判别的疑难病
例进行精准诊断，还可以评估
肿瘤疗效，有助于及时更改治
疗方案，降低医疗总费用，大幅
度提高患者的远期生存率。”李
强主任说。

新一代全球顶尖
数字化PET/CT
落户鄞州人民医院
更早发现肿瘤
这支影像学团队

开拓“精准诊疗”

新高地

介入团队正在实施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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