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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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肺癌一体化诊疗体系的建立和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天津市医学会

项目简介

    我国每年新增肿瘤患者约429万，其中肺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首位，临床面临

早期诊断率低、治疗决策异质性高、预后管理粗放等核心痛点。本项目通过医工深度融合创新，

构建了覆盖"筛查-诊断-治疗-随访"全周期的肺癌智能诊疗体系，实现三大技术突破：

   1. 智能筛查诊断系统：自主研发AI肺小结节辅助识别、诊断及对比追踪系统，攻克亚毫米

级结节动态监测、多期影像智能配准等关键技术，构建超30万例肺癌影像数据库，使其成为肺

癌AI产品验证的专业数据平台。为国家进行该类 AI 产品医疗器械注册或临床试验提供了充分

有效的专业权威验证，推动了我国肺癌影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2. 精准治疗决策平台：基于多组学数据解析发现STAS等多项新型预后标志物，开发AI辅

助手术导航系统及靶向治疗疗效预测模型，建立术中冰冻-STAS分级诊疗路径，帮助早期对肺癌

患者进行肿瘤转移风险评估、手术模式效果预测、免疫治疗疗效评估等，实现对肺癌患者进行精

准分期及风险分层，促进了计算机辅助肺癌个体化治疗的临床实施。

   3. 智能随访管理体系：基于多中心真实世界大数据分析，探究符合中国临床现状的肺癌随

访新模式，研发风险分层-疗效评估AI模块，实现术后并发症预警与个性化随访方案生成，从而

降低肺癌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长期生存，延缓疾病进展。

   本项目依托天津市科技局科技重大专项与工程项目，团队共发表 SCI 论文 26 篇，成果入

选世界肺癌大会（WCLC）大会报告。申请发明专利 3项、实用新型1项、软著 14项。项目建立

外科-影像-病理联合肺癌诊治团队，培养博士后 2 名，博士研究生 3 名，硕士研究生 14 名，

业务骨干近 30 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申请多项天津市卫生局临床研究课题，天津市科学技术

局临床研究课题，天津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天津市津南科技局科技计划项目，完善肺小结节辅

助识别、诊断、跟踪对比系统。

   项目成果在全国多家医院推广应用良好，成果鉴定总体技术水平国际先进，部分成果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构建超30万例肺癌影像数据库，肺结节影像诊断准确率达到 95%以上，病案结构

化率达到 95%，大幅提高了肺癌诊断准确率并规范治疗流程，推动提升我国肺癌诊疗水平，具有

显著社会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为《“健康中国2030”癌症防治行动》提供关键技术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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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延贺;李育欣;元

伟;宋振春;杨雅朋

2
中国实用新型专

利
中国 ZL2021215736704 2021-11-23

便于操作的心胸科医

学影像观片器

马延贺；元伟；杨

雅朋；宋振春；张

洪

3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19SR0247076 2019-03-14

X-ray智能辅助阅片

系统 V1 .0

零氪科技（天 津）

有限公司

4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19SR0247902 2019-03-14

基于深度学习的 CT 

影像 肺结节 one 

-stage 自 动识别系

统 V1 .0

零氪科技（天 津）

有限公司

5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19SR0248739 2019-03-14

基于肺部 CT 序列配

准的 病灶定位和跟踪

系统 V1 .0

零氪科技（天 津）

有限公司



6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1SR2114045 2021-11-23

智能诊疗服务平台系

统 V1 .0

零氪科技（天 津）

有限公司

7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1SR2202172 2021-12-28

区域临床辅助决策系

统[简称区域

CDSS]V2 .0

零氪科技（天 津）

有限公司

8
中国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
中国 2020SR1866991 2020-12-21

CT 影像肺小结节辅助

诊断系统 V1 .0

零氪科技（天津）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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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情况表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孙大强 1 天津市胸科医院 天津市胸科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院长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负责人除了项目监督管理和策划外，1. 主导构建了 AI 肺癌诊疗系统框架，将影像组学、基因组学

与临床诊疗路径深度整合，攻克肺结节异质性特征提取、多期影像时空建模等关键技术瓶颈；2. 推动跨学科

协作机制，联合开发智能决策树算法，实现从结节检测、恶性风险预测到个性化治疗推荐的全链条闭环；3. 

参与制定多中心数据质控标准；4. 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发表 60余篇 SCI论文。证明材料包括论文

1.1、1.2、1.3、1.5、1.9和 1.10以及其他证明 7.6和 7.7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张洪 2 天津市胸科医院 天津市胸科医院 主任医师,教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 深度参与AI 肺结节识别系统的研发与优化，主持完成天津市科技局重大攻关项目，主导建立高精度肺结

节人工标注数据集，制定标准化标注规范，解决 AI 模型泛化性难题；2. 构建包含病理对照的肺结节良恶性

金标准数据集；3. 牵头设计多中心影像质控流程，制定AI 辅助诊断报告临床审核标准；4. 发表多篇 SCI论

文，联合零氪科技开发肺结节随访管理模块，实现自动风险分层与疗效评估。证明材料包括论文

1.4、1.5、1.6、1.7 和 1.9，专利 2.2以及其他证明 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耿国军 3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分中心负责人 1. 参与完成天津市科技局重大攻关项目，主导搭建分中心多模态数据采集与分析平台，

完成本地病例数据整合，并实现与主中心平台的无损对接；2. 其牵头设计的分中心-基层协作网络，将AI 肺

结节筛查系统嵌入区域医联体，3. 解决AI 系统在不同品牌 CT设备间的泛化性问题。证明材料包括其他证明

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罗祥凤 4
零氪科技（ 天津 ）有限

公司

零氪科技（天津）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师,其他 技术总监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专家 1. 参与完成天津市科技局重大攻关项目，构建了一个国内在数据规模和质量上领先

的肺癌影像及病历综合数据库；2. 开发AI 肺小结节辅助识别、诊断及对比追踪系统，创新性融合 3D卷积神

经网络与 Transformer 模型，实现亚毫米级肺结节检出、恶性风险动态预测及多期影像智能配准分析；3. 申

请获得多项专利和软件著作并发表相关 SCI论文。证明材料包括论文 1.4和 1.5以及其他证明 7.1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秦建文 5 天津市胸科医院 天津市胸科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呼吸与危重症



二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肺癌诊疗领域的核心专家，主持并参与多个省部级研究课题，发表 SCI论文 10余篇。其主导的临床研

究深度参与国际前沿探索，在 2023 年世界肺癌大会上解析 FLAURA2 研究数据，为靶向联合策略提供关键

循证依据。在本项目中负责肺癌综合诊疗方案规划，在肺癌临床治疗阶段，基于多组学大数据分析，在临床

治疗阶段对肺癌 患者进行精准分期及风险分层，促进了计算机辅助肺癌个体化治疗的临床实施。证明材料

包括论文 1.8和 1.9以及其他证明 7.8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徐美林 6 天津市胸科医院 天津市胸科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病理科主任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肺癌早期病理诊断领域专家，主持并参与省部级及卫生局课题 10余项，发表论文 20余篇，主要贡献如

下：1.完成肺结节病理诊断，用于训练 AI 识别。2. 参与校正与训练 AI 肺结节识别及性质判断。具体工作

如下：将 AI 系统识别的结节逐个核对，保留识别正确的结节，剔除非结节病变；判断 AI 识别结节的密度、

形态、有无毛刺等影像特征； 判断 AI 结节良恶性，并与病理结果对照。证明材料包括论文

1.2、1.3、1.10。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马延贺 7 天津市胸科医院 天津市胸科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主

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1）完成肺结节人工标注。将胸部 CT 图像上肺结节手动标注 ，用于训练 AI 识别。2）校正与训练 AI 肺

结节识别及性质判断。将 AI 系统识别的结节逐个核对 ，保留识别正确的结节 ，剔除非结节病变；判断 

AI 识别结节的密度、形态、有无毛刺等以及结节良恶性。3）作为第 1 完成人取得 2 项实用新型专利。证

明材料包括论文 1.4和 1.6，专利 2.1和 2.2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吕军 8 天津市胸科医院 天津市胸科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主

任医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本项目肺结节人工智能平台建设中，对医学影像肺结节进行标注并矫正；制定肺结节各项评估参数；提出

医学影像肺结节影像诊断基本功能外，还应具有医学影像组学、纹理特征等科研价值；引入局部靶重建 

HRCT 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并在发表两篇相关 SCI 论著。证明材料包括论文 1.4、1.5和 1.6以及其

他证明 7.1。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天津市胸科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天津市胸科医院作为项目牵头单位，肺结节检出及肺癌诊断、治疗数量位于全国前列；通过整合医疗机构、

高校、科研机构及科技企业资源，构建了产学研医协同创新平台，推动跨区域多中心数据共享与标准化多模

态肺癌数据库建设，涵盖影像、病理、基因组学和临床随访数据，并采用脱敏技术与区块链保障隐私安全。

其核心贡献在于研发了覆盖肺癌全周期的 AI 辅助诊疗系统，包括基于深度学习的肺结节自动检测算法、

NLP驱动的病理分型与预后预测模型，以及个性化治疗推荐工具，显著提升早期诊断率和治疗精准性；同时

将AI 工具嵌入临床工作流，缩短影像阅片时间，并通过多中心试验验证系统准确率超 90%。在 AI 辅助诊

断后经过临床精准分层再分流内外科进行个体化治疗，探索肺癌治疗的新模式，以实现人工智能在肺癌领域

的技术革新。医院还牵头制定行业技术规范与质控体系，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申请多项专利并开发获认证的

医疗软件，辐射基层医院；通过组建跨学科团队、举办全国培训及远程医疗平台部署，提升基层诊疗能力，



实现年均单院节约成本数百万元，助力肺癌筛查普惠化与诊疗同质化。该项目不仅为肺癌智能诊疗提供了标

准化示范，更通过学术论文、技术推广及多癌种拓展应用，成为“健康中国”战略下癌症防治的标杆案例，兼

具临床、科研与社会效益。本研究在推动我市人工智能医疗产业发展的同时，将助力天津成为人工智能医疗

的先行示范区域 ，具有巨大社会价值和意义。

单位名称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医院作为项目分中心，在临床工作、基础设施、实验室设备及科研基金投入等方面，为

本项目具体工作实施和开展提供了必要保障和良好的技术平台，圆满完成了分中心承担的任务，取得了一系

列创新研究成果 ，为项目的实施作出新重要贡献。主要贡献包括：深度参与多模态肺癌数据库建设，完成

本区域肺癌患者的影像、病理及临床数据标准化采集与标注，并通过脱敏处理上传至主平台，补充东南地区

人群特征数据，增强模型的区域适应性；在AI 技术临床应用环节，率先落地肺结节 AI 筛查系统，并优化院

内诊疗流程；联合主中心完成NLP驱动的电子病历分析模块开发，实现病理分型、基因突变风险自动提取，

辅助临床医生快速生成个体化随访计划，缩短诊断周期；在基层赋能方面，依托远程医疗平台向闽西南地区

20余家基层医院输出AI 辅助工具，推动区域诊疗同质化；同时参与多中心科研协作，贡献本地化治疗数据

及不良反应案例，支撑主平台预后模型迭代优化，为技术推广提供实践依据，凸显分中心在数据支撑、技术

落地、区域辐射及科研协同中的关键作用。

单位名称 零氪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排名 3

对本项目的

贡献

零氪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合作单位，依托人工智能图像处理技术，建成国内规模领先、质量卓越

的肺癌影像及综合病案数据库，整合超 30万例肺癌患者的高分辨率 CT 影像、病理报告、基因检测及全病程

诊疗数据，并通过标准化脱敏与区块链加密技术保障数据安全，为 AI 模型训练提供高质量多模态数据基础；

其核心贡献在于自主研发 AI 肺小结节辅助识别系统、肺结节辅助诊断系统与肺结节对比追踪系统，通过深

度学习算法实现肺结节自动检出、恶性概率预测及多期影像智能对比分析，辅助医生精准判断结节动态变化

（如体积、密度、形态等），将≤5mm微小结节检出率提升至 95%，降低漏诊率，提高诊断效率，并生成可

视化三维重建报告，推动诊断从经验依赖向数字化、客观化转型；临床应用中，该系统已覆盖全国多家医疗

机构，同时深度参与多中心科研协作，提供超万例标注数据支持主平台模型优化；在技术普惠层面，联合主

中心搭建远程AI 诊断平台，向资源薄弱地区输出技术；此外，创新性探索肺结节全周期管理路径，实现随

访提醒、风险分层与疗效评估自动化，为医保控费与诊疗规范化提供实践范本，凸显其在数据基建、技术研

发、临床转化及普惠医疗中的核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