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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科技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军委后勤保障部及

药品监管局发布了第四批国

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名单，

浙江省实现了国家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零的突破，获得了

包括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在内共三个

中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

童医院正式获批成为国家儿

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依托单位。这意味着，

以浙大儿院为引领的浙江儿

科临床研究进入“国家队”，

将从医疗服务、健康大数据、

人工智能、药品供应、健康科

普等多方面造福儿童健康。

浙大儿院党委书记舒强

教授透露，未来国家儿童健

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将从儿童健康发展与促进、

儿童危急重症救治、儿童重

大疾病防治等三大方面为主

进行科学研究，引领国家儿

科临床研究和技术转化，推

动国内儿童健康事业发展。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提高我

国儿科疾病诊治技术、儿童

群体健康管理水平、儿童重

大疾病的防治能力，实现同

质化的优质医疗服务，不断

提高我国儿童健康素质。

很多人认为来医院看

病，只要把病看好就可以了，

科研只是科学家的事情，和

老百姓没什么关系。实际

上，医学进步离不开科学研

究，医生在临床上会应用到

许多科技成果。

浙大儿院获批成为首批国家儿童健康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浙江儿科临床研究进入“国家队”
科研来保驾，娃娃更健康

3D打印还原问题心脏
提前详细设计手术方案

舒书记说，“很多看似离我们远的科技成

果已经在儿童健康方面发挥作用。以儿童先

天性心脏病为例，依托浙江大学的科技基础，

已帮助医生们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也大大

提高了手术成功率。”

6 个月大的男孩优优患有复杂的心脏

病，在他出生两周时就做了大的心脏手术。

但现在，他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已恢复正常，不

逊色于健康孩子。他的康复，除了心脏外科

专家的努力，也离不开科学家的助力。

优优还在妈妈肚子中就被诊断为先天性

心脏病，出生后就因呼吸困难转到浙大儿院

进行治疗。当时，心脏超声显示孩子的右肺

动脉起源于非常规位置，超声上却无法找到

起源部位。手术必须要进行，可复杂的病情

让医生们感到棘手。

以往，这样的病情需要医生凭借丰富的

经验，在手术台上“见招拆招”。现在，医生们

直接在浙大儿院与浙江大学机械学院共建的

数据平台上，输入优优的心脏具体数据，通过

3D打印还原优优的心脏。

1 天后，优优的心脏被完美复制。医生

们准确地发现右肺动脉起源部位，并详细设

计了手术具体方案。心脏外科主任李建华为

优优手术，他说：“这么凶险的手术，术中进行

的每一步都在计划之内，不仅缩短了手术时

间，对孩子的损伤也大大减少，手术非常成

功。”

目前，3D打印技术在心脏外科、胸外科、

骨科等外科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无论对

医生还是患儿都非常有好处。

对医生来说，3D打印能够还原一些复杂

心脏的状态，年轻医生可从不同的角度去观

察心脏模型，非常透彻地了解这个疾病的解

剖知识，有助于他们业务水平的提高。

对患儿来说，手术成功率会提高，手术时

间也会缩短。心脏手术中，心脏在胸腔里不

能过多地翻转，一旦遇到复杂心脏病，外科医

生的视野非常受局限，只能通过手术切口去

看，费时费力还不清晰，对医生的经验和技术

要求特别高。现在，一些复杂先心的手术方

案，可通过 3D 打印在手术之前就制订好，透

彻研究心脏情况，手术自然做得非常完美。

采集四千例正常儿童脸谱
人脸识别筛查遗传代谢病

浙大儿院国家中心主任助理徐玮泽告诉

钱报记者，除了临床手术，科技的发展还能提

高儿童疾病筛查和诊断的效率。

浙大儿院应用计算机三维人脸模型采集

设备，在浙江省内已采集 0～18 岁正常儿童

4000例，初步建立了中国正常儿童三维人脸

模型数据库，以及 0～18 岁正常儿童三维面

部发育数据库和面部发育生长曲线图，此曲

线图不仅填补了国际上儿童面部生长发育参

考标准的空白，而且有助于识别遗传病特殊

人脸。

哪些属于特殊的人脸呢？比如患威廉姆

斯综合征的宝宝，通常会有宽鼻梁、长人中、

小下巴、宽嘴巴的面容特征，长得像小精灵，

常被称为“精灵宝宝”。

浙大儿院自主研发了部分面部特征统计

分析软件，采集了智力发育障碍性综合征，如

威廉姆斯综合征、脆性 X 综合征和 22q11 微

缺失综合征等遗传病儿童的三维人脸特征，

与正常儿童的面部特征数据库进行对比研

究，建立了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智力发育障

碍遗传病筛查诊断系统。“传统的遗传疾病筛

查再加上人脸识别，能有效降低假阳性，提高

筛查的准确性和效率。”

另外，人工智能还被应用到骨龄的测评

上。徐玮泽说，现有的骨龄评测法“G-P 图

谱法”和“TW计分法”都存在不足：G-P图谱

法简单但主观性强不够精确；TW3法精确但

较为繁琐，耗时长，需要对桡-尺-掌指骨 13

块骨，以及腕部 7 块骨共 20 块骨做 8 个等级

的评分和计算，对医生的要求较高，临床实际

工作中难以推广。而且，目前的骨龄数据都

源于国外数据，不完全适合中国儿童的发育

情况。

浙大儿院联合一家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

公司，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骨龄测算系统。

该系统采用基于 TW3 计分法为标准的人工

智能深度学习方法，进行左手骨龄 X 光片的

特征抽取，2 秒钟就能判读骨龄，大大提高骨

龄检测的准确性及医生的临床效率。

未来，浙大儿院还将完善“人工智能读片

软件”，应用到幼儿髋关节脱位等方面，弥补

基础医生经验不足的缺陷，大大提高疾病的

诊治率。

临床医疗+科学研究
逐步向精准医疗迈进

浙大儿院舒强书记表示，医疗+科学研

究始终影响着人类的健康水平，科研水平更

是代表了新的生产力。提高科研水平，寻求

疾病的规律，将成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最

大增量。此次，国家批准成立国家儿童健康

与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希望通过构建研

究中心，从临床诊疗提供更多的参考为起点，

逐步向精准医学迈进。

今后浙大儿院将完善领域与区域布局；

完善人才智库建设，加强平台建设，包括规范

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大数据平台，生物样本

库和信息库，分子诊断平台，搭建国际一流的

临床研究公共服务平台；开展儿童健康促进

与发展及专病人群队列研究；研发儿童健康

与疾病领域诊治的新方法和综合治疗方案，

研究制定临床实践指南，普及推广一批医学

科技成果。

有效提升临床诊疗水平，推动医疗质量

均质化，带动整体医疗水平的提高，促进健康

产业的发展。

通俗地说，以疾病谱为例，我国目前缺乏

对一些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浙大儿院将牵

头国内 31 个省市 132 家医院开展调查，获取

健康疾病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制定目前中国

版的疾病谱，如：儿童营养、儿童生长发育。

使更多儿童疾病有了诊治标准。

除了通过多学科交叉改变、完善以往的

医学诊断和治疗模式，“临床研究中心”还将

探索更深领域的疾病诊治技术创新，担负起

实施儿童重大疾病诊治技术的突破与推广，

包括：降低新生儿死亡率、提升ECMO技术；

提高儿童代谢疾病的早期诊断率，提高儿童

聋病的早期诊断；以及研发防控重大疾病医

疗器械产品、适合儿童的药品。

左图：3D打印心脏帮助专家们设计详细的手术方

案。

右图：浙大儿院获批成为首批国家儿童健康与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