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4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候选人

公示内容

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非基础医学类）

项目名称 数据+知识双驱动的感染性疾病诊断平台构建及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大连市医学会

推荐意见

1.创新性：该项目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中取得了显著的创新成果。通过结合临

床数据和病原微生物基因检测结果，该项目实现了对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断，为传统诊断方法带

来了革命性的突破。

2.应用价值：感染性疾病是全球范围内的重大健康问题，而精准诊断对于治疗和预防具有重要意

义。该项目的应用可提高感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准确性，有助于指导医生制定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减少误诊和延误治疗的风险，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康复率。

3.科学贡献：该项目在感染性疾病领域的精准诊断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科学贡献。通过开发和应用

人工智能算法，该项目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工具，可以更好地解决感染性疾病的诊断难题，为

相关领域的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基于以上理由，推荐将项目《数据+知识双驱动的感染性疾病诊断平台构建及应用》提名为中华

医学科技奖候选项目。该项目在感染性疾病诊断领域的创新性、应用价值和科学贡献都是突出的，

对于推动医学科学的发展和改善公众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简介 感染性疾病是由各种病原微生物寄生于人体所引起的局部或者全身性炎症或器官功能障碍，已经

成为当今世界上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基于细菌培养和新一代测序的病

原微生物检测方法均难以精确判断真正的致病微生物。仅依靠临床医生对检测数据的解读也难以

全面、有效的融合各种异质模态病症信息，使得对致病微生物的判定结果也存在一定偏差。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多模态学习技术的出现使得计算机能够学习医学专家的临床诊断思维，有效提

取并融合感染性疾病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等跨模态信息，为临床医生提供更加准确、指向一致

的诊断参考，降低感染性疾病诊断的误诊和漏诊比率，提升感染性疾病诊断的精度。围绕感染性

疾病精准诊断问题，本项目建立了感染性疾病数据库，结合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和临床表现、影像

数据等多模态数据开发了一系列感染性疾病智能诊断方法和模型，建立了一个完善的感染疾病诊

断平台用于临床验证，针对感染性疾病诊断准确率低、引起感染性疾病病原微生物检测难、感染

性疾病临床评价体系不完善的技术难点，本项目开展了感染性疾病精准诊断的系统性研究和实现，

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提出了感染性疾病的多源异构多模态数据的数据定义、纳入和排除标准，建立了感染性疾病

多源异构多模态数据库，奠定了感染性疾病研究的基础；

(2) 从医学影像、实验数据和临床信息中提取关键特征，针对感染性疾病缺失模态特征进行重构

表达，提出从不规范数据中提取有用信息和模式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提高了感染性疾病数据

用于临床经验归纳的效率；

(3) 针对感染性疾病致病因子多且动态演变的问题，提出用于感染性疾病致病因子筛选的可扩展

多模态集成模型，增强了感染性疾病数据的适用性和实用性，加深了对感染性疾病的诊断的可解

释性；

(4) 整合和挖掘大量的感染性疾病相关数据，包括临床样本、生化指标、基因组数据等，设计并

开发了基于小样本学习和跨模态学习的感染性疾病智能诊断算法和模型，提升了对感染性疾病诊

断的精准性；

(5) 与临床医生和专家紧密合作，根据临床实践中对感染性疾病进行诊断的专业依据和经验法则，



结合医学指南、医学词典等基础知识，抽取感染性疾病诊断的知识规则，建立感

染性疾病临床诊断知识库；

(6) 建立一个完善的感染性疾病诊断平台，用于存储和管理各类数据，并提供在线的诊断服务，

将开发的算法和模型应用于实际的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结合临床验证结果不断改进

和优化相关技术，确保了开发的算法和模型在实际应用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该项目目前发表了高水平论文 85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5 项，软件著作权 2 篇，专

著 2 部，诊断平台在大连市中心医院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华大基因等 10家单

位进行了实际应用，累积诊断约 3 万人/次，达到了预期效果，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综上

所述，该成果对感染性疾病诊断的诊断的流程设计、诊断方法的适用性和实用性、诊断的精准性

等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感染性疾病精准诊断领域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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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010084739.0 2022-11-18

一种基于标签自适应

策略的深度半监督图

像聚类方法

陈志奎,李超杰,高

静,李朋

2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2010005713.2 2023-08-08
一种两阶段深度迁移

学习中医舌诊模型

陈志奎,张旭,高静,

李朋

3 中国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910180371.5 2022-11-18 一种基于自学习的跨 陈志奎,钟芳明,杜



模态哈希检索方法 佳宁,仇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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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编码器的掩膜图

像修补方法

赵亮;刚占鑫;姚晨

辉;高树达;马希达

8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3SR0577482 2023-05-31

基于多模态融合的医

学辅助诊断系统 V1.0

王梓丞,赵亮,郭晓

爽,林睿,李康平,

郭辰华

9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3SR0459992 2023-04-11

基于深度学习的医学

检测系统 V1.0

王梓丞,赵亮,邵宇,

刚占鑫,马佳骏,贾

超然

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袁宏 1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

（大连市中心医院）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

医院（大连市中心医

院）

教授,主任技师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 担任项目负责人，主导制定项目整体研究方案，实践并监督研究内容实施，是项目主要 创新成果的第一

完成人。 

2. 为全部创新点的完成均做出重要贡献：①创新点 1 的贡献：负责人负责整合和挖掘大量的感染性疾病相

关数据，包括临床样本、生化指标、基因组数据等。②创新点 2 的贡献：负责人提出并指导开发了基于人

工智能的算法和模型，用于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断。③创新点 3 的贡献：负责人负责建立一个完善的感染

性疾病数据库和诊断平台，用于存储和管理各类数据，并提供在线的诊断服务。

3. 证明材料：发表与项目相关 SCI 收录论文 7 篇，专利 2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亮 2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副教授 统战部副部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创新点 1.2，2.2 中做出贡献，具体贡献为：结合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图像处理等技术，设计并开发了

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和模型，从医学影像、实验数据和临床信息中提取关键特征，用于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

断；针对感染性疾病数据集的缺失特征，提出在已经通过锚点图恢复缺失实例关系的情况下，利用图卷积网

络的标签传播特点，将实例和关系图进行联合学习以重构缺失特征的方法。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婧媛 3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

（大连市中心医院）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

医院（大连市中心医

副主任技师 无



院）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为创新点 1 的贡献：整合和挖掘大量的感染性疾病相关数据，主要包括临床样本的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

等。

对创新点 3 的贡献：将开发的算法和模型应用于实际的感染性疾病诊断中，并进行临床验证。

证明材料：发表与项目相关 SCI 收录论文 8 篇，专利 2项。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卓 4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副主任医师 教务部副部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创新点 1数据集构建。是项目组中的临床专家，制定不同模态的标准语义，为感染性疾病做分类和模型

测算。

证明材料：发表 SCI论文 4，共同发表 2，

参与创新点 2人工智能算法研究。对影像学样本进行标记和匹配，将多模态技术进行临床定义和分类。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帅 5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副主任药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为创新点 1的贡献：整合感染性疾病用药相关数据，主要包括临床样本的病原微药物敏感性和耐药性数据

等。

对创新点 3的贡献：算法和模型应用于感染性疾病用药指导的验证。

证明材料：发表 SCI论文 6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志奎 6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创新点 3.1和 3.2 中做出贡献，具体贡献为：负责与临床医生和专家紧密合作，根据临床实践中对感染性

疾病进行诊断的专业依据和经验法则，结合医学指南等信息，建立感染性疾病临床诊断知识库；建立一个完

善的感染性疾病诊断平台，用于存储和管理各类数据，并提供在线的诊断服务，将开发的算法和模型应用于

实际的感染性疾病诊断中，并进行临床验证。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田思雨 7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

（大连市中心医院）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

医院（大连市中心医

院）

技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参与创新点 1数据集的构建，具体负责临床感染性疾病病例的筛选整理和数据的收集。证明材料：SCI 1篇，

中文论文 1篇。

2.参与创新点 3平台研发中的结果验证，具体负责对临床感染性疾病样本的收集及病原体鉴定工作。证明材

料：SCI 1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刘津男 8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

（大连市中心医院）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

医院（大连市中心医

院）

技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参与创新点 1的临床标本收集工作，整理临床标本相关信息，参与数据整理与汇总，确保实验的准确性和可

重复性。证明材料：共同发表 SCI论文一篇。



参与创新点 2的开发讨论，负责收集整理与项目相关的文献资料，帮助团队了解已有的研究进展和方法。提

供感染性疾病中微生物研究的主要方法手段。证明材料：参与发表 SCI论文一篇。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邵宇 9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其他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创新点 1.1中做出贡献，具体贡献为：针对感染性疾病影响因子多且动态演变的问题，提出了感染性疾病

的多源异构多模态数据的数据定义、纳入和排除标准，建立原始的感染性疾病多源异构多模态数据库。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大连市中心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 担任项目第一完成单位，主导制定项目整体研究方案，实践并监督研究内容实施，是项目主要创新成果的

第一完成单位。

2. 为全部创新点的完成均做出重要贡献：①创新点 1 的贡献：负责整合和挖掘大量的感染性疾病相关数据，

包括临床样本、生化指标、基因组数据等。②创新点 2 的贡献：提出并指导开发了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和

模型，用于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断。③创新点 3 的贡献：负责建立一个完善的感染性疾病数据库和诊断平

台，用于存储和管理各类数据，并提供在线的诊断服务。

单位名称 大连理工大学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创新点 1.2，2.2 中做出贡献，具体贡献为：结合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和图像处理等技术，设计并开发了

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和模型，从医学影像、实验数据和临床信息中提取关键特征，用于感染性疾病的精准诊

断；针对感染性疾病数据集的缺失特征，提出在已经通过锚点图恢复缺失实例关系的情况下，利用图卷积网

络的标签传播特点，将实例和关系图进行联合学习以重构缺失特征的方法。

单位名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为创新点 1 的贡献：整合和挖掘大量的感染性疾病相关数据，主要包括临床样本的病原微生物基因组数据

等。

对创新点 3 的贡献：将开发的算法和模型应用于实际的感染性疾病诊断中，并进行临床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