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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新型冠狀病毒爆
發，武漢感染人數持續上升。中國
國家衞生健康委辦公廳2月4日印發
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
（試行第五版》中明確，在湖北境
內增設臨床診斷病例，特指疑似病
例具有肺炎影像學特徵者。隨着湖
北省新增新冠肺炎病人驟然增加，
影像診斷工作量劇增。

逾百醫生參與義診
湖北醫院的影像科醫生人手嚴重

短缺，特別是方艙醫院建立後，
「醫院本部派不出足夠的放射醫師
到遠離醫院本部的方艙醫院」、

「放射科每天做200個以上病人檢
查，根本來不及診斷出報告」，擔
任白求恩公益基金會影像診斷專委
會主任委員的盧光明連續接到武漢
同行的告急求助後，帶領團隊籌建
人工智能肺炎影像診斷雲平台，用
新技術助力武漢醫院同行一線診
斷。
盧光明的學生、金陵醫院影像科

醫師周長聖介紹道，雲平台搭建
後，2月15日啟動報名，「內地報
名的放射副主任醫師和主任醫師迅
速達110人」。2月19日遠程義診
啟動，「我們用盧主任合作研發的
人工智能CT新技術輔助湖北疫情

一線放射科醫生進行胸部CT診
斷。先後完成了5,000餘名病人的新
冠肺炎胸部CT篩查」。3月 4日
起，協助武漢方艙醫院建立與院本
部專線傳輸，建立遠程診斷模式。
「前方做CT檢查，影像傳輸至

雲平台，後方醫生在各地讀片、出
報告，新技術通過雲平台在滿足高
水平診斷能力的同時，縮短了閱片
時間。」周長聖說，盧光明領銜合
作研發的人工智能CT新技術戰疫
應用，遠程助力不僅極大緩解了湖
北一線放射醫生的疫情診斷壓力，
還為各地聯合抗疫積累了豐富的
「實戰」經驗。

「我的性格『很機械』。」盧光
明這樣形容自己，並以自己的童年
經歷為證。1957年出生於湖南省漣
源縣的他，父母在交通方便的一個
村莊做縫紉，每日趕工顧不上他，
將他送給農村老家的奶奶看管。奶
奶對這個長孫甚是疼愛。
盧光明記得，4歲時，奶奶將家

中唯一的一小碗米飯端給他吃，而
她自己和伯伯、伯母們卻都只吃野
菜。「家裏已好久沒有看到米飯
了」，「奶奶硬要我吃，但我偏不
吃。」盧光明把那小碗米飯擱到碗
櫥裏，「最後，米飯變霉了。」
18歲高中畢業後回鄉務農。年輕

的盧光明熱愛文學，立志寫小說成

為作家。每天去田間勞作，他總喜
歡帶上《艷陽天》（中國作家浩然
的代表作，編者註）、樣板戲劇
本，以及修辭、邏輯等書籍，有空
了就坐在田頭專注地讀幾頁。
「那時候農村很苦，我天不亮出

門，幹完生產隊的活，還得接着種
自留地的莊稼。」盧光明最喜歡夜
晚，因為「有大塊的時間讀書」。
「有時點不上煤油燈，我摘桐樹
果，用竹籤穿着點燃取光」。就在
那樣黑煙滾滾微弱的光線下，盧光
明讀完了《水滸》、《三國演
義》、《西遊記》、《紅樓夢》，
和《金光大道》等，燃燒的桐樹果
連同文學作品點亮了盧光明心中理

想的明燈。

文科競爭激烈 轉學醫保就業
1977年「文革」後首次高考，擔

心文科競爭激烈，衝着「學醫不會
失業」，盧光明報考了醫學院。
1978年3月3日，盧光明成為湖南
醫學院（現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
臨床醫學專業的學生。人類疾病如
何發生發展？如何診治？醫學的神
奇激發出盧光明前所未有的學習熱
情。1982年12月大學畢業的全國統
考，盧光明以全校第5名的優異成
績被分配到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
院放射診斷科，成為一名放射診斷
醫生。

2020年11月3日，盧光明在北京領
取了「何梁何利基金2020年度科學與
技術獎」中「醫學藥學獎」大紅證
書。香港文匯報記者獲知，他已將20
萬港元獎金全部捐給母校湖南省漣源
一中。「同為漣源一中畢業的我三弟
也捐出23.0344萬元人民幣，連同我的
獎金合成40萬元人民幣，在漣源一中
設立『教書育人楷模獎』，特別獎勵
優秀教師。」顯然，母校在63歲的盧
光明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分量。

「少年時期受到的教育影響到我的
一生」，盧光明對當年教導自己的中學
老師深深難忘。他說，漣源市曾是湖南
省多年的貧困縣，漣源一中是當地最好
的中學。1973年，身為農民的兒子，
盧光明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該校，老師們
沒有嫌貧愛富，卻對他呵護有加。
「1977年，我們班只有兩個學生考上
大學，一個是縣長的兒子，另一個是
我。當年的錄取率很低。」回憶起母校
老師，盧光明目光中貯滿感激。

中華放射學會副主任委員、南京大學醫

學院附屬金陵醫院醫學影像中心主任、主任醫師

盧光明，是2020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

獎」獲得者，為該獎開設26年來首位獲獎的放射學家。

對此，盧光明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中榜的雖然是

我，但實質是何梁何利獎對醫學影像行業在醫學領域裏

作用的重視與肯定」。從事醫學影像診斷38年，盧光明

是中國最早開展磁力共振成像臨床應用的醫師之一，他

創新轉化影像診斷技術體系，在心腦血管病、腫瘤、神

經系統疾病等早期精準診斷和防治關口前移等關鍵科學

問題上屢屢重大創新，推動中國醫學影像診斷由臨床輔

助檢查，躍升成為制定臨床治療方案的決策依據，診治

病人無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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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梁何利基金由香港愛國金
融實業家何善衡、梁銶琚、何
添、利國偉先生於1994年3月
30日捐資創立。該基金的宗旨
是：促進中國的科學與技術發

展；獎勵取得傑出成就和重大創新的科學技術工
作者。2020 年度共有 52 位科技工作者獲得表
彰。其中，科學與技術成就獎獲獎者兩位，科學
與技術進步獎獲獎者30位，科學與技術創新獎獲
獎者20位。

創AI CT診斷雲平台
遙助湖北抗疫

光明

燃桐樹果取光《艷陽天》伴青春

愛國港商創立 促進科技發展
何梁何利基金：

■ 圖為2016年，盧光明（左）與其同為漣源一中
高中畢業的三弟盧黎明回母校參觀。 受訪者供圖

■ 2020年11月3日，何梁何利基金2020年度
頒獎大會在北京舉行。盧光明成為首位獲獎的放
射學家。 受訪者供圖

多年來，醫學影像被稱為醫學「戰場中的偵察兵」，如今，「洞察秋
毫的偵察兵」已成為「運籌帷幄的參謀長」，擔當着提供疾病篩查

和診斷、治療決策最主要的依據。中國醫學影像臨床角色的性質改變，盧
光明功不可沒。他卻認為，是先進醫學影像設備的出現，為放射醫生提供
了將診斷技術應用轉化創新的條件。

提升影像診斷醫學地位
「2006年，雙源CT和大於64排CT的出現，對於醫學影像領域的發展是個

分水嶺。」盧光明解釋道，傳統影像設備在掃描心臟及冠狀動脈時，因心臟搏
動使其成像很難達到臨床診斷要求，64排CT更寬的探測器及雙源CT兩個球
管同時採集人體圖像，「使得解決活動器官成像的臨床難題成為可能。」
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SA）長期是心腦血管病精準診斷的主要手

段，但因需經動脈插管，且有致殘和死亡的風險，致使相當多的病人
對此極為恐懼。
2004年，一個冬日的下午，南京一位病人拿着醫生開具的數字減影血管

造影檢查單急切地找到盧光明，他因心慌胸悶、胸骨後疼痛，被醫生診斷
為冠心病，急需查找病因。了解檢查方法後，這位身高近一米八的大漢堅
拒接受檢查，追問還有沒有其他辦法，盧光明感歎道，「太多病人認為這
項檢查冒險，根本不敢碰。」當時盧光明用16排螺旋CT開展了冠狀動脈
CT血管成像研究，卻只有部分病人能得到滿意的結果。

研低輻射心血管 CT 方案
「是否能以無創檢查替代數字減影血管造影用於冠狀動脈成像」成了盧

光明的科研目標。2006年，醫院引進了雙源CT，盧光明率團隊研發應用
關鍵新技術，建立了心腦血管病CT規範檢查的技術和應用體系，使冠狀
動脈CT血管成像成為冠心病檢查的首選無創影像檢查手段，並實現了
CT診斷從解剖到功能評估的跨越。
為降低輻射劑量，拓寬CT血管成像檢查適應症，盧光明帶領團隊反覆嘗

試構建不同的成像模式，於2013年研發建立了超低輻射劑量冠狀動脈CT
血管成像檢查體系，在國際上首次將70千伏管電壓、前瞻性心電門控、大
螺距心臟CT掃描方案應用於臨床，診斷準確性達93%。這一系列自主可控
關鍵影像技術的突破，為冠心病患者的評估提供了最佳影像技術。
盧光明的研究解決了心血管病CT檢查看得清、看得精、看得全、更安

全四大難題，促進了心腦血管病診治關口前移。研究結果在中國、美國和
歐洲等國家和地區的專業期刊上發表。

領跑中國醫學影像應用
先進影像設備所提供的新技術只是奠定了其應用於臨床的條件，「實際

上你如何將新技術用好、再造卻很關鍵。」盧光明記得，2013年，他攜一
項基於影像設備的新技術應用成果參加評審答辯。一位專家質疑道：「你
的成果是CT在心血管疾病檢查中的應用，但如果沒有CT，你能做
嗎？」這名專家斷言道：「可見是設備重要，並不是你有多大本事！」
現場另一位專家卻開腔反駁：「話可不能這麼說，好多人家裏都有鋼

琴，但是鋼琴家彈出來的曲子，大家都買門票去看。鄰居家彈鋼琴，你會
買門票去看嗎？我們這個行業的先進設備要看誰來用、用在哪些方面？」
盧光明說，「正是這個專家的打抱不平，我的成果被評上獎。」盧光

明在內地首創活動器官成像體系的成果，在內地醫學界引發強烈反響，
迅速被推廣應用，啟迪並推動了
內地醫學影像行業對新設備、新
技術的研發和應用熱潮。
「醫生為病人而存在」，盧光明

說，自己能成為為病人延續生命的
醫生，「人生便沒有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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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病人解
決問題、延續生命
是盧光明所有快樂的
源泉。香港文匯報

記者陳旻攝

■ 在2014年世界分子影像大會
上，盧光明與澳洲阿爾弗雷德醫
院Karlheinz Peter教授共同主持
會議。 受訪者供圖

■ 盧光明（中）在
上海舉行的第二屆中
國醫學影像AI大會
圓桌論壇上發言。

受訪者供圖

獎金全捐母校 激勵優秀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