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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国院士是我国冲击伤%创伤弹道学%交通医学研究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国家重点学科&野战外科学'学术带头人!该学科的第一位博士研究

生和博士后导师"他致力于战创伤基础理论和应用基础研究五十余年!取得了一批国际先进以至领先的重大科研成果!为我国战创伤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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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9

年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医学科学技术奖(

!"":

年获美国联合保健勤务大学
;*+<(2=>2?(@2

0

)迪贝克*国际军医奖!成为该奖设立以来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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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陈嘉庚医学科学奖和国际交通医学重大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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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第四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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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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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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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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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华医学会数字医学分

会在重庆正式成立!接着召

开了第一届学术年会$此

后
$

年间先后在广州%福

州%杭州等地召开了
$

届学

术年会!出版了几本技术含

量很高的专著!如傅征%梁

铭会主编的&数字医学概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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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卫生出版社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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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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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字#*张绍祥%谭立文%李兰

娟主编的&数字医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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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社出版!

%8!$

年
!8

月!

!7"B#

万字#*裴国献%张元智主编的&数字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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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卫

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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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等$

同时!自
%88$

年起!创办的&中国数字医学'已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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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几经努力!现已成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和中国科技核心

期刊$

快速发展的
$

年!数字医学在我国已得到政府部门和学界

的重视!各地成立了数字医学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开展了许多

国家级研究课题!特别是+数字医院建设,%+数字人研究,等已

处于很高的水平(

!

)

$

自学会成立起!

$

年的时间已经过去$我们有必要认真地

思考!从全球看!数字医学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如何- 我国在开

展数字医学研究和应用方面有何成绩- 还存在什么问题- 根

据专家们的共识!现提出了以下几点看法$

!

!

基础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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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端的医疗设备和数字化医疗系统基本上都来自西

方国家!我国今后在数字医学研究和开发应用方面应加大投

入!形成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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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医院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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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

世纪
"8

年代!澳大利亚等国家已开始探索数字化医

院建设!并已陆续建成一批初具规模的数字化医院$在亚洲!

日本%韩国的水平较高!国内部分医院也开展了临床医疗信息

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如电子病历%重症监护%数字化手术%专家

诊疗系统%远程诊疗系统的应用等!骨科医师可直接在数字化

G

线影像上进行操作!制订手术方案!提高移植物选择的精

确度$

现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通讯技术%数字化信息技术

等正日益广泛而深入到医学各个领域!使原有的学科布局%人

才建设%机构设置等需作相应调整$各国对健康档案系统十分

重视$

%886

年!美国总统布什要求在
!8

年内确保绝大多数美

国人拥有共享的电子病历!以此建立国家的健康信息系统$现

在!这一目标早已实现$相比之下!我国还有一定的差距!急需

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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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

医疗&的应用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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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H

医疗,是以互联网为依托!以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与传统医疗业务交叉渗透%融合

创新而产生的一种全新的医疗模式!这是+时代潮流的体现和

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更是医院信息化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

的常态化过程$对此!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H

,行动的

指导意见"国发(

%8!$

)

68

号#在健康领域提及两个方面.促进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和推广在线医疗卫生型模式$

+互联网
H

医疗,催生了医疗卫生大资源时代!这种超越领

域%跨越行业的资源集成和共享是传统医疗无法实现的$大资

源将以往分散%独占%碎片的资源!通过互联网连接并整合在一

起!最大限度地克服传统资源中空间%时间的利益壁垒!使信息

在各类资源中快速流动!用户因而获得高效的医疗卫生

!7!%

重庆医学
%8!7

年
7

月第
6$

卷第
!7

期



服务(

$

)

$

%

!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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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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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或称海量数据是由多种数据类组成!以高速巨量的

特点增加的信息资产$大数据的核心是运用数学和软件技术!

通过数据分析和挖掘方法!稳定快速地获取其内在价值和知识

的一种科技预测能力$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纲要的通知'"国发(

%8!$

)

$8

号#中提出.+优先推动信用%交

通%医疗%卫生%就业%社保等民生保障服务相关领域的政府数

据集!向社会开放$建立政府和社会互动的大数据采集形成机

制!制定政府数据共享开放目录$,它在医疗领域中正在成为推

进医疗卫生变革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和增长点$通过政务数据

公开%共享!引导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主动采

集并开放数据$

医疗大数据是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数据的集合!是

构成患者完整详实的健康档案的数据集$大数据有
6

个特征.

数据量大*数据类型多!包括文本%音频%视频%图片%地理位置信

息*数据价值密度相对较低!需要强大的机器算法迅速进行数据

价值提取*处理速度快!时效性要求高$归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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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准医疗的关系

!!

国外许多著名的大公司!如美国通用"

MN

#%西门子等投入

巨资用于数字医疗产品的研发!一些大学将数字医学基础研究

成果转化为精准化和智能化的市场产品!产品具备学习功能!

操作简便!减少人为操作失误$

&

!

#>

打印技术和机器人的应用

!!

#>

打印技术正取得快速发展!使个性化医疗成为现实$

机器人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手术方式!使医生由直接手术变

为间接手术!手术操作更加精确!有利于达到精准医疗和智

能化$

展望未来!数字医学在临床和基础医学中的应用无可限

量!正如已故的肝胆外科专家黄志强院士在生前说的.+将来的

外科医生可能不得不与机器人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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