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拟推荐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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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超声影像的甲状腺结节精准诊断及介入治疗关键技术的推广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天津医科大学

推荐意见

本项目研究成果立足于“基于超声影像的甲状腺结节精准诊断及介入治疗关键技术的推广应用”的

建立。主要目的是在超声影像基础上，创建甲状腺结节精准诊断及微创治疗策略，完善适合国人

的甲状腺结节超声分类及AI风险评估系统、探索超声介导微创诊疗的新技术，使得更多的甲状

腺结节患者在超声介导精准微创诊疗中获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主要创新成果如下：

1.应用超声改良甲状腺影像报告和数据分类系统（TI-RADS），完善及统一规范各地区超声报告

的同时，显著提高了甲状腺结节超声诊断准确率，并被写入多部甲状腺癌诊疗专家共识及指南。

2.国内率先构建甲状腺结节AI标准化超声影像数据库，实现超声影像自动定位、诊断及分类，

减少超声医师对甲状腺结节分类主观性。研发的便携式移动超声辅助诊断设备，具备高精度诊断

结果和良好的泛化能力。  

3.国内率先开展了甲状腺结节超声介导的细针穿刺活检联合分子标志物（包括基因检测、甲状腺

球蛋白、降钙素等）、微生物检测等应用于临床精准术前诊断。同时超声介导甲状腺结节消融治

疗关键技术，应用于甲状腺良性结节及部分低危甲状腺微小癌，通过举办学习班对其进行推广应

用，并被写入《2021版分化型甲状腺癌诊疗指南》。

本项目历时十年，所取得的相关成果已经在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中国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等10余家国内

医院进行临床应用。已发表论文百余篇，项目成果通过全国超声学术会议及学习班进行推广，共

培训学员 500余人，受益患者数十万人。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推荐申报2022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肿瘤影像诊断领域。肿瘤超声影像已经成为甲状腺结节诊疗的首选工具。但甲状腺结

节超声诊断分类及介导的诊疗关键技术仍未有效建立和推广。在国家及省部级课题的资助背景下，

课题组经过十年研究构建了基于超声影像的甲状腺结节智能精准诊断新策略及超声介导微创消融

治疗的关键技术，推广至全国多个地区及医院，患者收益人群达数十万。本项目从以下三个方面

阐述创新成果：

1.国内率先建立超声改良甲状腺影像报告和数据分类系统TI-RADS分类系统，与国际分类标准

相比，显著提高甲状腺结节诊断准确率（达到 95.7%），被写入多部甲状腺癌诊疗专家共识及指

南。同时对于甲状腺癌其他病理亚型，可提升 10%诊断特异性。基于超声影像术前精准预测甲状

腺癌颈部淋巴结转移风险，减少了约 30%漏诊率，形成了超声影像对于甲状腺癌原发灶及继发灶

的有效评估模式。

2.课题组在国内率先构建了基于超声影像的甲状腺结节AI标准化图像数据库，共包含 4 万患者

的20余万张超声图像。应用AI实现甲状腺结节超声影像自动定位及分类，提高诊断准确率近

11%，同时，降低诊断错误率 63.1%。通过图像分割技术、弱监督学习技术以及超精细可视化方

法，精准识别超声图像并自动诊断甲状腺结节良恶性以及自动进行ACR TI-RADS分类。此外，

课题组研发了便携式移动智能超声辅助诊断设备，具备实时处理超声图像的能力，实现高精度诊

断结果和良好的泛化能力。

3.在国内较早开展了超声介导细针穿刺活检（FNA）联合分子标志物与微生物检测，对甲状腺癌



术前诊断准确率提高12%。开展超声介导 FNA+Tg（甲状腺球蛋白）检测用于评估甲状腺癌颈部

淋巴结转移风险，准确率达到 94.3%，对于甲状腺原发灶或转移灶术前精准诊断具有重要临床价

值。在国内率先开展超声介导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消融治疗技术，用于甲状腺良性结节及部分低

危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治疗有效率达 90%以上，显著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其超声介导关键技

术已写入《2021版分化型甲状腺癌诊疗指南》。

本项目成果已发表论文 105 篇，包括SCI收录论著 65 篇（累计影响因子399分）及中文论文

40篇，国内外总引用次数1914 次，出版专著 4部，参与编写专家共识及指南 4部。成果通过全

国学术会议及学习班进行推广，共培训学员 500余人，已在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中山

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中国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

等10余家国内医院临床应用，受益患者达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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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参与推广超声改良 TI-RADS 分类系统；参与构建标准化超声数据库，开发多个人工智能模型

辅助诊断甲状腺结节；参与研究超声介导射频消融治疗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的应用及推广。共参与国家级、

省部级课题各 1项，主持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科研项目 1项，天津市教委项目一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6

篇，共计影响因子 80 余分，其中以第一/通讯作者文章 7 篇，参与编写著作《颈部常见肿瘤超声诊断图谱》。

2019 年度天津超声医师大会优秀论文评选大赛获得一等奖，2020 年度天津市超声医学学术年会病例演讲比

赛获得一等奖。

对本项目做出的贡献对应科技创新点 1、2、3，是附件 1-3,8 的第一作者，附件 1-2 的共同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清 3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 主治医师,讲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近年来围绕程序性死亡配体 PD-L1 与肿瘤的生物学意义进行研究，主持重庆市自然基金 1项，陆军军医大学

项目 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重庆市自然科学项目 1项，广东省泌尿生殖肿瘤系统与合成生

物学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1项。近年来致力于上消化道肿瘤与肺癌免疫治疗耐药的分子机制和药物开发，发

表 SCI 收录论文 24 篇，其中最高影响因子 15.7 分，其中以第一/通讯作者文章 12 篇。担任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特刊学术主编。

对本项目做出的贡献对应科技创新点 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王晓庆 4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副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参与超声报告模式的应用与推广，参与甲状腺结节超声介导细针穿刺活检联合分子标志物检测、

超声介导微创诊断技术优化甲状腺癌继发灶术前精准评估、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消融治疗，取得了显著疗效。

参与国家级课题 2项，曾多次获得中国医师协会优秀论文奖，第一/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10 篇。2017 年 6-9 月

在美国费城杰斐逊医学院超声科进修学习超声医学与介入。2019 参加全国浅表器官及外周血管会议，擂台

赛作为华北组一员获得第二名，参与编写《颈部常见肿瘤超声诊断图谱》。

对本项目做出的贡献对应科技创新点 1、2、3，是附件 1-4,5,9 的第一作者，附件 1-1 的共同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晟 5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主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国内首创了甲状腺癌术前颈部淋巴结的规范化分区，在国内首先建立并完善了适合国人的超声改良 TI-

RADS 分类系统，获天津市卫生系统引进应用新技术填补空白项目。参与制定《甲状腺微小乳 头状癌诊断

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6 版）》、《甲状腺及相关颈部淋巴结超声若干临床常见问题专家共识（2018

版）》及《2020 甲状腺结节超声恶性危险分层中国指南：C-TIRADS》等多部专家共识。以第一/通讯作者发

表论文 3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23 篇，主编编写《颈部常见肿瘤超声诊断图谱》。

对本项目做出的贡献对应科技创新点 1、3，是附件 1-1,3,4,5,7,8,9,的通讯作者，附件 1-2 的共同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杰 6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2016 至今开展甲状腺规范化报告与 FNA 学习班十二期，共培训学员 500 余人，涉及全国 10 余省市，累计年

收益患者近万人。引进新技术填补天津市空白一项：超声引导甲状腺结节热消融技术的临床应用。主持天津

市科委课题一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文章共 24 篇。担任中国医师协会超声医师分会介入超声专业委员会委

员；天津市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临床超声医学杂志》审稿专家；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甲状腺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甲状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职务；中国研究型

医院学会甲状腺疾病专业委员会超声学组委员。

对本项目做出的贡献对应科技创新点 1、3，是附件 1-10 的第一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罗皓 7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 主治医师,讲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从 2012 年以来，一直围绕双功能基因 APE1 与乳腺癌等肿瘤的生物学意义进行研究，特别是在肿瘤耐药、

放化疗敏感性及与氧化应激反应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主持重庆市自然基金 1项，陆军军医大学项目

1项，广东省泌尿生殖肿瘤系统与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 1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项，

重庆市自然科学项目 1项，作为 Sub-I 参与多项国际国内多中心临床药物试验。从事肿瘤化学治疗及靶向治

疗临床工作及研究 5年，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著 2 篇，担任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特刊学术编辑。

对本项目做出的贡献对应科技创新点 3。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静 8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主治医师,讲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中，参与超声报告模式的应用与推广，参与甲状腺结节超声介导细针穿刺活检联合分子标志物检测、

超声介导微创诊断技术优化甲状腺癌继发灶术前精准评估、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消融治疗。参与国家级课题

2项，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代表性论文 4 篇（其中 SCI1 篇），全面系统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

以及实践操作技能，尤其对甲状腺癌的超声诊断及鉴别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近年来主要专注于甲状腺髓样癌

的早期诊断及相关研究 ，参与编写《颈部常见肿瘤超声诊断图谱》。

对本项目做出的贡献对应科技创新点 1、3，是附件 1-7 的第一作者，附件 1-3 的共同作者。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雪威 9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 副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天津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等。已在国内外

期刊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会议论文多篇，并担任国际顶级期刊 APPLIED ENERGY 的审稿人。主持或参与

过的主要项目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各 1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天津市新一代

人工智能重大专项和天津市科技支撑重点项目各 1项，负责或参与横向项目若干。在本项目中，参与应用深

度学习对甲状腺结节进行人工智能鉴别诊断，开发多个人工智能模型辅助诊断及可视化定位甲状腺结节，研

发便携式移动超声辅助诊断设备。

对本项目做出的贡献对应科技创新点 2，是附件 2-2 的主要完成人。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赵满坤 10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 工程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任职于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从事数据挖掘、信息检索相关研究，在知识图谱构建及更新、自适应学习

研究、卫星遥感影像识别、医疗辅助诊断等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发表多篇高水平

学术论文。致力于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研究，参与多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天津市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新一代

人工智能重大专项项目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对本项目做出的贡献对应科技创新点 2，是附件 2-1 的主要完成人。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本项目牵头单位为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是我国肿瘤学科的发祥地，全国首批 2家

国家级肿瘤学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之一，拥有国内甲状腺癌诊疗领域最具实力的肿瘤临床中心。在本项目中，

主要贡献为：1.应用与推广超声改良 TI-RADS 分类系统，提高了术前超声诊断对甲状腺结节的诊断效能。2.

构建了 AI 标准化甲状腺结节超声影像数据库，实现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模型的自动诊断和分类，实现无创、

动态实时准确术前诊断。3.开展了甲状腺结节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联合洗脱液基因检测的术前诊

断模式，应用于临床术前精准辅助诊断，有效减少过度和无效医疗。

单位名称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是天津市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于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和天津市医学中心，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甲状腺结节的临床诊治工作，每年完成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穿刺活检 2000 例，微创手术数

百例，甲状腺结节内外科诊治水平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开展的超声介导甲状腺结节热消融技术，填补了天

津市卫生系统引进应用新技术空白，并参与编写《2021 版分化型甲状腺癌诊疗指南》，同时举办了多期全

国甲状腺结节微创诊疗学习班对成果进行推广，开展“关爱天使之翼，佑护健康”的科普宣传活动提升公众对

甲状腺结节的认知水平。

单位名称 天津大学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是在国家全面实施“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为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促进交叉融合

而组建。近几年，学部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研发计划、国家重点基金等高水平科学研究项目，发表了一批具

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学术论文，许多学术研究成果在智慧城市、公共安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智能交通、智

慧健康、防灾减灾、天文与空间科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天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拥有数台高质量服务器

和工作站，能够用于实验中算法的运行和检测平台，可供开展超声图像数据采集，信息处理，人工智能深度

学习算法运行，从而支撑和保证项目研究的顺利进行。

单位名称 重庆大学 排名 4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是重庆大学下设的二级学院。近 5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青/重点

点

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