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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个介入医生智能体发布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AVATAR，你好，能帮我介绍下

病人的病史和病例情况吗？”

“患者为 41 岁男性，主诉反复胸

痛一个月，进行了冠脉 CTA（CT 血管

造影）检查，前降支和回旋支重度狭

窄，右冠完全闭塞，严重钙化，建议进

行造影检查。”

这一幕发生在 2025 年第十九届

东方心脏病学会议开幕式现场。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以下简

称中山医院）心内科教授李晨光、陆浩

身处该院导管室内开展一台复杂的冠

脉介入手术，他们通过语音问答与介

入医生智能体实时交互。智能体精准

调阅出患者信息、既往病史、影像报告

等多模态信息，并实现智能化读取影

像结果，辅助医生进行术前精准规划。

据悉，这是国内首款介入医生智

能体。该智能体由中山医院心内科携

手联影智能联合开发，以联影元智医

疗大模型为基座，深度融合影像、文

本、语音等多模态数据，并学习权威冠

心病与介入手术指南知识。

三大核心功能
破解数据孤岛与诊疗难题

在介入手术中，医生需频繁切换多

个系统查阅术前影像（超声、冠脉 CT血

管增强造影等）、术中实时造影影像及患

者病史信息，进而制定下一步手术方案，

但这样的“数据孤岛”使得医生操作繁

琐，易导致关键病变特征漏判，尤其在急

性心梗等紧急场景中，每一秒决策延迟

都可能危及患者生命。

传统 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造

影影像为 2D 影像，存在血管结构重

叠遮挡问题，在 CTO（闭塞性冠状动

脉）等复杂介入手术中，医生难以精准

判断血管开口及闭塞段走向，只能根

据经验想象血管的走形，反复调试 DSA

机器角度来获得血管病变位置暴露最好

的造影，不仅延长手术时间，也增加医患

射线暴露风险。

据了解，该款智能体核心功能如

下，第一，支持术中实时调阅患者多模

态病历信息，结合图文理解与知识推

理能力，医生可与智能体进行语音交

互问答，提升术前评估效率与干预决

策的准确性。

第二，具备术中读取实时造影结

果的功能，并自动完成狭窄率、狭窄长

度与最小管径面积等核心参数的量化

分析，减少操作者经验差异带来的主

观偏差，提升诊断精准性与标准化。

第三，通过融合 CTA 与 DSA 图

像数据，术前自动完成最佳介入手术

角度预测，精准识别血管开口位置，重

建闭塞病变路径，为医生在术中提供

导管规划路径导航，并实现无创“虚拟

IVUS”（血管内超声）斑块分析，直观

显示斑块分布及病变特征，提升介入

手术的精准性与安全性。

“介入医生智能体不是‘静止’的，而

是始终在自主进化。它不仅融合权威指

南知识，更能通过与临床专家的深度交

互持续学习，将新的诊疗经验和技术规

范沉淀到知识库中，不断迭代演进，成为

复杂介入手术中的智能参谋。”联影智能

首席医疗官夏炯教授表示。

据悉，该智能体已经在中山医院

心内科打磨应用过。

“在处理 CTO等复杂病变时，该智

能体 CTA和 DSA融合图像的技术优势

尤为突出，能精准还原闭塞段血管，帮助

我们建立相应的 CTO病变手术路径引

导，显著提升 30分钟内导丝通过率，大

幅降低 CTO手术整体风险。”陆浩说。

产医共创元导管室
整体解决方案

“这台‘零噪声’DSA 的图像，把冠

脉的间隔支、对角支等小血管显示得

十分清晰，侧枝循环看得清清楚楚，透

视图像质量达到了造影水平。”中山医

院心内科教授、东方心脏病学会议大

会主席葛均波指着屏幕说。

今年 2 月，葛均波团队成功完成

全球首台“零噪声”DSA复杂介入手术

直播，手术中冠脉侧枝循环清晰可见，

高清图像助力高难度手术圆满成功。

而这台“零噪声”DSA 设备同样来

自联影。

“产医协同不是简单的跨界合作，

而是要让临床专家从产品研发初期就

深度介入，让工程师走进导管室观察

诊疗全流程。”联影医疗 X 射线事业

部总裁向军介绍，这台“零噪声”DSA，

从产品定义到产品打磨优化再到临床

应用，我们都与中山医院专家团队深

度合作。只有让医生成为产品定义的

出题人，企业作为技术转化的解题者，

才能真正打造出贴合临床场景、经得

起实战检验的医疗装备。

近年来，以 DeepSeek、ChatGPT

为代表的大模型在语意理解、视频生

产、知识推理等方面展现出令人惊艳

的能力，推动医疗领域加速进入数智

化时代。

针对传统介入导管室存在的诊疗

决策缺乏标准化、设备及多模态数据

割裂、全流程管理效率偏低等核心痛

点，联影依托医疗大模型技术优势和

硬件设备优势，携手临床专家共创“元

导管室整体解决方案”。

“元导管室解决方案并非设备与

AI 的简单堆砌，而是以介入医生智能

体为‘决策大脑’，‘零噪声’DSA 为

‘感知执行’，分别覆盖术中成像质量

提升、信息智能整合与决策支持、导丝

路径规划与术中操作协同三大关键环

节，构建起数据融合—智能决策—高

效执行的诊疗闭环，打造一个更清晰、

更聪明、更协同的智能化导管室。”夏

炯说。

本报讯 日前，中国食品科学技术

学会与国际食品科技联盟在北京召开

2025 年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大

会围绕“科技赋能引领食安健康新变

革”主题，共举办 10 个大会主旨报告、

8 场专题会议，以及企业家高峰对话、

超加工食品圆桌论坛等系列活动，为

全球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科学技

术学会理事长孙宝国指出，以下四方面

的发展趋势将对食品安全与健康产生

重要影响：一是前沿技术为食品产业

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变革；二是交叉融

合催生食品产业新业态；三是科技赋

能风险防控，构建全球食品安全新格

局；四是及时发声助力科学普及与科技

创新“两翼齐飞”。孙宝国呼吁，守护消

费者“舌尖上的安全与健康”，需要全球

各方共同携手构建“食安健康共同体”。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安全标

准与监测评估司副司长宫国强介绍，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构建“最严谨的

标准体系”，致力于构建监测精准高

效、评估科学权威的食品安全监测评

估体系，统筹推进国民营养计划和健康

中国合理膳食行动。

据了解，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与国

际食品科技联盟自 2010年起连续 16 年

召开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每届大

会均吸引了来自全球政府相关部门、科

技界、工业界的数百位代表参会，受到国

内外食品界同人的高度关注。（孟凌霄）

2025年国际食品安全与健康大会召开

编辑：魏刚 / 电话：（010）62580821/ 邮箱：ykb@stimes.cn
2025年 6月 6日 星期五

中山医院心内

科医生正在与介入

医生智能体进行语

音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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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ykb@stime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