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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李彬） 医疗卫生事业关
乎人民生命健康。近年来，科技创新
在促进医疗行业高质量发展和提高人
民健康水平等方面的地位作用愈发凸
显。医疗智能行业作为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医疗健康行业的交叉学科，正在
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医渡科技是国内早期探索医疗智
能领域的企业之一，2014 年成立之
初，即以“使价值导向的精准医疗惠及
每一个人”为使命，专注于医疗智能开
发与应用。一方面，持续加强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领域
的研究，为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提供
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撑，另一方面，不
断推进对疾病的研究，尤其深耕实体
瘤、眼科、血液病、免疫等疾病领
域，探索创新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场景价值，推动普惠精准的“绿色医
疗”建设。

数据质量问题是制约医疗智能行
业发展的瓶颈之一。面对这一挑战，
医渡科技自主研发基于预训练模型和

医学逻辑的自然语言处理平台，使繁
杂的医疗信息变成可计算的数据，让
机器可读懂人类医疗语言。在此基础
上，医渡科技结合深度学习、符号知识
推理模型、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技术
进行模型构建，从而支撑公共卫生、研
究、诊疗等多场景的应用。同时，在应
用场景中得到的结论会更新反馈给人
工智能模型，利用实时闭环数据进行自
学习，从而反向提升模型和决策的效率
与精准度。

历经多年的持续研发，投入超过
10 亿元，医渡科技打造的“医疗智能
大脑”YiduCore已具备强大的数据处
理和AI算法能力，并且积累了庞大的
医疗知识、洞见和疾病模型，为赋能医
疗产业生态系统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支
撑。基于市场需求，医渡科技也不断
将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医学
数据智能平台与专病智能科研平台获
得由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颁发的

“自主原创产品测评证书”。
“医疗健康产业关系每个人的福

祉，我们医疗智能企业要让最前沿的
创新技术服务于人民健康，让疾病可
以得到更精准有效的治疗，让老百姓
用上更便宜的药，让普通家庭不因大
病致贫返贫。”医渡科技董事长兼创
始人宫如璟说。

通过搭建疾病专病库与疾病研究
网络，医渡科技与医院、专家协同联
动，不断加深对疾病的研究，推动科研
成果高效产出转化。医渡科技打造的
医院场景智能解决方案，以数智为驱
动，以患者为中心，助力医院全方位提
升医疗质量、患者体验、管理能力及临
床科研能力的同时，也让患者享受到
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医疗服务。

为减少药物临床开发时间及成
本，医渡科技把对疾病的深度理解与
大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
为药械行业提供从临床开发到上市后
营销的产品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最
终使患者能够更快地获得更多治疗选
择，用上更便宜且有效的药物。

为助力更多参保人及家庭获得更
普惠、更精准、更优质的医疗保障，医
渡科技协助保险公司开发创新保险产
品，实现更快和更精准的承保，并帮助
加快理赔服务。截至去年 9月 30日，
医渡科技“惠民保”业务已覆盖3省10
市，累计服务2000多万参保人。

本报电（韩冬野）近日，清华大学揭牌成立“器
官移植与仿生医学研究院”（简称“移植仿生院”），
由著名肝胆外科和肝脏移植专家董家鸿院士担任院
长，将推动器官移植临床医学与清华优势学科深度
交叉融合，建设临床驱动型与超学科融合式卓越器
官移植中心。同日举行了“清华大学器官移植与仿
生医学国际论坛”，400多名海内外专家围绕器官移
植与仿生医学的国际前沿问题展开深入学术研讨。

中国工程院三局局长高战军表示，器官移植与
仿生医学、再生医学是当今医学研究的重点前沿领
域，清华大学引领性地提出临床驱动型医工结合式
的新医科发展模式，希望移植仿生院的建设能推动
产出系列重大创新性成果，惠及我国众多终末期器
官功能障碍的患者。

董家鸿介绍，移植仿生院汇聚了临床医学、基础
医学、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工程、医疗管理和医学法
学等多个交叉融合的学科群，将以临床驱动型与超
学科融合式新医科发展模式，着力攻克制约器官移
植与仿生医学发展的重大理论和技术瓶颈问题，打造
引领全球的移植与仿生科技创新高地以及国家行业
治理的高端智库。目前，研究院已确定六大研究方
向，包括移植生物学、移植肿瘤学、器官再生修复、器
官仿生工程、组织工程、移植伦理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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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肿瘤防治 ②②

4月15日至21日是第29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中国高度
重视癌症防治工作，将癌症防治行动列为健康中国重大专项行动
之一，全面推进癌症防治各项工作。

近年来，我国肿瘤防治工作取得哪些突破？未来需要在哪些
方面重点发力？在近日举行的第29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启动
仪式上，与会专家就相关话题进行了探讨。

医渡科技：

智能医疗 精准普惠

清华大学加大仿生医学研究

我国建成全球覆盖人口
最多的肿瘤登记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保障
人民群众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
置，将癌症等慢性病防控纳入国家
战略，将降低癌症等重大慢性病过
早死亡率作为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目
标的重要内容并有效推进。”国家卫
健委副主任雷海潮介绍，近年来，我
国肿瘤防治工作稳步前进，取得了长
足进步——

恶性肿瘤患者五年生存率由十年

前的 30.9%提高到 40.5%，防治成效明
显；癌症防治体系不断完善，形成了由
国家癌症中心牵头，省级癌症中心为
骨干，癌症防治专业机构和城乡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参与的全国癌症防
治网络；建成全球覆盖人口最多的肿
瘤登记体系，全国肿瘤登记项目点覆
盖约 14 亿人口；肿瘤筛查和早诊早
治累计为 1.8 亿人次提供相关服务；
国家癌症医学中心和国家肿瘤区域医
疗中心稳步推进，基层能力协同提
升，逐步实现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
区域均衡布局；越来越多的抗肿瘤
药物和新的治疗技术进入临床，并

逐步纳入医疗保险支付范围；以大
数据为基础的肿瘤诊疗质控体系和抗
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网络日益健全
和完善……

“近几年，我国整体的癌症防治
能力在不断提升。”国家卫健委医疗
应急司司长郭燕红说，近年来中国聚
焦重大疾病，全力推进国家医学中心
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肿瘤防治就是
其中一个重要领域，“全国在建的76
个区域医疗中心里，肿瘤专业的就达
到了7个，为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
域均衡布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癌症筛查方面，国家癌症中
心等专业机构制定了大量技术规范，
针对一些重点癌症发布了一些指南，
癌症的早诊早治工作在不断推进。”
郭燕红说，通过建立和完善肿瘤疾病
的质控体系和抗肿瘤药物的临床使用
监测体系，癌症的规范化和同质化诊
疗工作再上新台阶。与此同时，我国
积极推行“单病种、多学科”综合治
疗服务，注重人文关怀，让治疗更有
温度。

营造全社会防癌抗癌的
良好氛围

国家癌症中心主任、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院士表示，为
实现《“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提
出的到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
高15%的目标，要形成并不断优化防
治工作全人群覆盖、个体生命全周期
管理、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层

次、立体化肿瘤防治体系，持之以恒
普及癌症防治核心信息、知识要点，
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营造全面认识
癌症、全周期防控癌症、全民参与防
癌抗癌的良好氛围。

“根据全国肿瘤登记的数据，我国
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 406 万，发病率
为 293.9/10 万，每年新增死亡病例约
241 万，死亡率约为 174.55/10 万。”国
家癌症中心党委书记张勇说，“我国癌
症发病率处于国际平均水平，死亡率
略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但由于我国人
口基数大，癌症发病和死亡的绝对数
较大。同时，我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
仍呈上升趋势，癌症防控的任务还十
分艰巨，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今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的主
题是“癌症防治、全面行动——全人
群、全周期、全社会”。“今年宣传周的
主题，体现了癌症防治全人群覆盖、全
周 期 管 理 、 全 社 会 参 与 的 目 标 要
求。”雷海潮说。所谓“全人群”，就
是面向已患癌的人群，做好同质化、
规范化的诊疗服务和康复服务，注重
人文关怀；对那些没有患癌的人群，
通过在环境、生态、社区以及个人健
康方面的努力，使他们长期保持健康
的状态，免受癌症疾病的侵扰。所谓

“全周期”，一方面要对患者群体提供
各个环节的医疗卫生服务，也要从生
命全周期的角度为全人群提供良好呵
护和必要的健康指导及咨询。所谓

“全社会”，就是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
政府、行业、社区、单位等一起发力，
人人参与、人人享有，形成热爱健

康、追求健康、促进健康的良好社会
氛围，有效遏制癌症危害，提升居民
健康水平。

把“预防为主、防病为
先”融入所有政策

“2019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
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提出开展15个
专项行动，癌症防治行动是其中之
一。该行动目标提出，到 2030 年，我
国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要达到46.6%，
公众对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要达
到 80%，高发地区重点癌种早诊率达
到 55%及以上并持续提高。”郭燕红
说，国际和国内经验证明，积极预防、
医防融合、早诊早治、规范诊疗，是降
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途径，
锚定健康中国行动的一系列目标，要
在这4个方面进一步发力——

在积极预防方面，把“预防为主、
防病为先”融入所有的政策和措施
中。通过凝聚各部门共识，汇聚全社
会的力量建设健康环境，普及抗癌健
康知识，进一步提高癌症防治核心知
识的知晓率，争取在 2030 年超过
80%的目标。

在医防融合方面，一方面，要发挥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专业作用，向
公众和社会普及防病防癌知识，把

“早”的概念和方法普及到全社会，进
社区、进单位、进家庭；另一方面，要
使医疗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形成
密切联系，把对单一的个体治疗转化
到对全人群的防治和健康促进上来。

在早诊早治方面，要坚持“一癌
一策”，针对不同的癌种，不断完善
和优化早诊早治策略，优化癌症早诊
早治的指南和技术方法，使患者在早
期得到治疗，从而延长患者生存期、
提高患者五年生存率。

在规范诊疗方面，要继续发挥国
家医学中心的牵头作用，完善质控体
系，提供规范化、同质化治疗。同时，
进一步推广靶向治疗、免疫力治疗、生
物治疗、辅助放化疗等好的技术，造福
癌症患者。

“癌症防控是一项社会系统工
程，既要靠政府和专业机构的努力，
也要靠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
与。”雷海潮说，希望全社会积极行
动起来，传播科学防癌理念，普及抗
癌健康知识，强化个人健康责任，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
实健康根基。

据介绍，“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是目前国内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影响
最广的社会性肿瘤科普宣传活动。今
年宣传周活动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
应急司指导下，由国家癌症中心、中国
癌症基金会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承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北京肿瘤学会、北京医创肿瘤防治研
究基金会协办。随着启动仪式的举
行，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将组织百名专家义诊、系列防
癌科普等活动，全国各级肿瘤预防、科
研、医疗机构及学术团体、公益组织等
将同步联动，宣传普及癌症防治知
识，助力全社会防癌抗癌。

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民政能
力提升工程千百计划“红岩·银龄”
养老护理员大赛暨“助餐、助浴、助
洁”服务技能大赛举行，来自该区
28 家养老机构的 80 余名养老服务
工作者参加本次比赛。

比赛分为养老护理员、助餐服
务、助浴服务和助洁服务技能四个
比赛项目。采取“理论知识+实操
技能”方式，旨在提升养老机构从业
人员服务能力，推动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

图①：参赛选手正在参加养老
护理员技能比赛。

图②：参赛选手正在参加助洁
技能比赛。

孙凯芳摄 （人民视觉）

提升护理技能 呵护“夕阳红”

健康视线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4月 16日，在江苏省如皋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楼前，来自南京市的义诊
专家为当地居民义诊。 吴树建摄 （人民视觉）

4月 16日，在江苏省如皋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楼前，来自南京市的义诊
专家为当地居民义诊。 吴树建摄 （人民视觉）

近日，安徽省安庆市田家炳中学高三学生在操场上进行运
球接力趣味游戏，释放压力、迎接高考。

江 胜摄 （人民视觉）

趣味减压 迎接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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