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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东方心脏病学会议在上海召开

AI 赋能医疗 ：从精准诊断到医学革新
医师报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自古以来，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与对生命奥

秘的求索从未停歇。当人工智能的浪潮袭来，又会为

心血管学科带来怎样的革命？ 5 月 29 日 -6 月 1 日，

第十九届东方心脏病学会议（OCC 2025）在上海召开。

开 幕 式 上， 葛 均 波 教 授、 王 建 安 教 授 与 上 海

科学智能研究院漆远院长共同启动了“观心大模型

CardioMind”。这一刻，标志着我国心血管人工智能

应用迈出实质性步伐。

从 2018 年“大葛”与“小葛”对话，到 2019 年的“未

来已来”，再到 2023 年的远程机器人手术、2024 年的

元宇宙，东方会一直紧跟人工智能发展潮流。

“观心大模型”与智能导管室的展示是本环节的

重头戏。葛均波教授的数字人分身，操着一口亲切的

山东口音，与一位标准化患者进行了模拟问诊。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生展示了 AI 在复杂冠脉介入手术

中的辅助作用。

葛均波教授介绍，“观心大模型”在通用基座模

型的基础上，接受了包括指南、临床试验在内的大量

医学数据训练，实现了从病史采集到辅助诊断的全流

程智能化，且模型每日都在学习和更新。其“慢思考”

与深度推理机制，旨在减少信息不完整导致的误诊，

提升诊断的精准度。

OCC 2025 开幕式的“观心纪元”人工智能浪潮和

心血管学科革命特别环节，展示出人工智能不再仅仅

是冰冷的算法与数据，更承载着洞悉病源、预见未来、

赋能健康的期望。

罕见病诊断与资源配置优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宁光教授对

“观心大模型”在罕见病

诊断方面的卓越表现表示

赞叹。他指出，人工智能

技术有望通过优化医疗资

源配置，显著改善医疗服

务的可及性。宁光教授还

从技术层面深入探讨了通

用模型与垂直 ( 专业化 )

模型的构建策略，以及当

前面临的数据偏倚挑战，

为 AI 在医疗领域的发展

提供了重要思路。

数据质量与伦理规范是  
AI 医疗的基石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樊嘉教授强调了高质量

数据对人工智能模型的决

定性作用。他明确指出，

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直

接取决于其训练数据的质

量。此外，樊嘉教授还提

出了 AI 医疗应用中需要

解决的关键问题：如何建

立患者对“数字医生”的

信任度，以及如何确保模

型完全符合伦理和监管标

准。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是

AI 技术在医学领域成功

应用的前提条件。

智能健康监测与患者管理
斯 坦 福 大 学 Alan 

Yeung 教授展示了该校开

发的心血管健康应用程序

的创新实践。该应用通过

人工智能技术实时监测患

者的日常健康状态，并借

助云端平台实现医患高效

互动，开创了全面患者管

理的新模式。Yeung 教授

进一步指出，AI 在临床决

策支持、患者监测、药物

开发和临床试验优化等多

个环节都展现出巨大潜力，

将深刻改变传统医疗模式。

多模态成像与医学研究革新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

究所程和平教授介绍了“多

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

设施”这一重大科学设施

项目。该项目通过整合基

因组学、代谢组学、表观

组学等多组学数据，构建

生命各尺度的精准模型，

有望为疾病诊断和预后评

估提供全新视角。程和平

教授表示，这一创新将有

效打通从基础生命科学到

临床医学的转化通道，实

现医学模式的根本性革新。

流行病学研究的智能化转型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

医院顾东风教授展望了人

工智能在流行病学研究中

的革命性应用前景。通过

可穿戴设备采集个人生活

方式、营养状况、体力活

动等多维度数据，AI 技术

有望超越传统调查方法的

局限性，构建更丰富的个

人健康档案。这将助力建

立更精准的个体化预测模

型，为公共卫生政策制定

提供科学依据，推动预防

医学向精准化方向发展。

医生能力提升与智能导管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

战区总医院韩雅玲教授阐

述了 AI 在医生培养中的重

要作用。她指出，人工智

能能极大扩充医生的知识

库，有效提升基层医生的

临床技能，显著缩短医生

从初级到高级的成长周期。

韩雅玲教授特别介绍了智

能导管室的创新价值，该

技术通过整合先进影像和

功能技术，可提供更精确、

个体化的诊疗策略，从而

大幅提升医疗质量和效率。

冠脉功能学的智能时代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王建安教授从冠

脉功能学与人工智能融合

的角度分享了见解。他指

出，冠脉功能学已进入智

能 时 代，AngioFFR 技 术

无需植入导丝，仅通过造

影即可完成精准计算，对

节段性病变的评估更具优

势。王建安教授强调，AI

赋能的功能学不仅能指导

介入医生决策支架植入的

必要性，还能评估支架植

入后的效果，为后续治疗

提供科学依据。

心血管影像AI的新加坡实践
新加坡国立大学心脏

中心陈淮沁教授分享了人

工智能在新加坡的实际应

用 经 验。 他 指 出，AI 在

机场人脸识别和医疗健康

建议等领域的应用已获得

较高公众接受度。在心血

管影像方面，虽然 AI 当

前表现优异，但仍处于发

展初期。陈淮沁教授展望，

若未来 AI 能根据 PCI 手

术进程提供更具体的实时

指导和预后预估，将发挥

更大的临床价值。

超声心动图的 AI 赋能
山 东 大 学 齐 鲁 医 院

张运教授探讨了 AI 在超

声心动图检查中的应用前

景。他指出，传统超声检

查高度依赖操作者的经验

与能力，而 AI 的应用可

显著降低这种依赖性。在

提高图像质量、实现精准

定量测量、评估病情严重

程度等方面，AI 都展现

出独特优势。张运教授同

样强调了高质量数据采集

对 AI 学习和应用的关键

支撑作用。

医学研究的 AI 革命
同 济 大 学 附 属 东 方

医院陈义汉教授全面阐

述了 AI 在医学研究中的

变革性作用。人工智能不

仅在实验数据分析、结果

撰写和机制探索等方面提

供强大支持，更在药物靶

点发现、小分子化合物设

计与筛选、临床试验优化

等环节展现出不可替代的

价值。陈义汉教授强调，

对于当代和未来的科研人

员，人工智能已成为不可

或缺的研究工具，正在重

塑医学研究的范式。

“观心纪元”的开启，

不仅是前沿技术成果的展

示，更是一个时代的信号。

在这个以数据为驱动、以智

能为核心的新纪元里，心血

管医学正站在变革的潮头，

迎接属于它的智慧未来。

为 了 减 轻 我 国 心

血管疾病负担，提高大

众的心血管健康水平， 

2016 年 5 月，心血管健

康指数项目在葛均波教

授、霍勇教授、孔灵芝

会长、周脉耕主任等专

家的推动和支持下应运

而生，旨在更好地衡量

我国心血管疾病从预防

到治疗等各阶段的发展

状况、发展模式和治理

结构。

葛均波教授强调，

心血管健康指数是民生、

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抓手，

更好地反映地区心血管

防控能力、政府投入及

相关政策方面的重要性。

葛教授呼吁，提升我国

心血管健康是政府、医

疗机构及社会各界的共

同责任。

全国心血管健康水

平十年来持续向好，平

均 分 从 48 分 提 升 至 60

分。进步主要体现在危

险因素防控（C 维度）

和疾病救治（D 维度）上，

心血管病早死概率显著

下降。姜莹莹研究员强

调，危险因素暴露（B 维

度）仍是严峻挑战，应

该总结重庆、安徽、河

南等进步省（市）的防

控经验。未来该指数将

继续发挥“指挥棒”作用，

优化指标体系，推动医

防融合，助力精准提升

心血管疾病防治成效。

心血管健康指数（第 5 版）权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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