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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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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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生健+ 员会科研项目 1项，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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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讯作者文# 7 篇，参与编写著作《颈部$见肿瘤超声诊断图%》。

2019 年度天津超声医师大会,-论文评选大.获得一等奖，2020 年度天津*超声医学学术年会病/0(比

.获得一等奖。

对本项目&出的��对应科技创新! 1、2、3，是附' 1-3,8 的"一作者，附' 1-2 的共同作者。

姓名 �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称 行���

李1 3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 主治医师,(师 )

对本项目的

��

近年2345序性67�体 PD-L1 与肿瘤的生物学意义进行研究，主�重庆*自�基� 1项，899医大学

项目 1项，参与国家自�科学基�项目 2项，重庆*自�科学项目 1项，广:省泌;生<肿瘤系统与合成生

物学重!实=�开>基� 1项。近年2?力于上消化@肿瘤与A癌BC治疗DE的分子FG和E物开发，发

表 SCI 收录论文 24 篇，其中H高影响因子 15.7 分，其中以"一/通讯作者文# 12 篇。I�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特刊学术主编。

对本项目&出的��对应科技创新! 3。

姓名 �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称 行���

王晓庆 4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主�医师 )

对本项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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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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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多次获得中国医师K会,-论文奖，"一/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10 篇。2017 年 6-9L

在M国NO杰斐P医学院超声科进Q学习超声医学与介入。2019 参R全国S表TU及外VWX会议，YZ

.作为华[组一员获得"\名，参与编写《颈部$见肿瘤超声诊断图%》。

对本项目&出的��对应科技创新! 1、2、3，是附' 1-4,5,9 的"一作者，附' 1-1 的共同作者。

姓名 �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称 行���

张晟 5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主�医师 )

对本项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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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系统引进应用新技术填]^白项目。参与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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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临床$见a题专家共识（2018

版）》及《2020 甲状腺结节超声恶性危险分b中国指南：C-TIRADS》等多部专家共识。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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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肿瘤超声诊断图%》。

对本项目&出的��对应科技创新! 1、3，是附' 1-1,3,4,5,7,8,9,的通讯作者，附' 1-2 的共同作者。

姓名 �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称 行���

张杰 6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医师 科主�

对本项目的

��

2016 至c开展甲状腺规范化报告与 FNA 学习班十\期，共培训学员 500 余人，d及全国 10 余省*，累计年

收益患者近万人。引进新技术填]天津*^白一项：超声引导甲状腺结节e消融技术的临床应用。主�天津

*科 课题一项。在国内外期刊发表文#共 24 篇。I�中国医师K会超声医师分会介入超声专f 员会 

员�天津*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gh理i会理i�《临床超声医学杂志》审j专家�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



甲状腺k病专f 员会l年 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甲状腺癌专家 员会 员���中国研究型

医院学会甲状腺k病专f 员会超声学组 员。

对本项目&出的��对应科技创新! 1、3，是附' 1-10 的"一作者。

姓名 �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称 行���

mn 7 重庆大学 重庆大学 主治医师,(师 )

对本项目的

��

从 2012 年以2，一o34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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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化疗敏q性及与r化应st应中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主�重庆*自�基� 1项，899医大学项目

1项，广:省泌;生<肿瘤系统与合成生物学重!实=�开>基� 1项。参与国家自�科学基�项目 1项，

重庆*自�科学项目 1项，作为 Sub-I 参与多项国际国内多中心临床E物u=。从i肿瘤化学治疗及v向治

疗临床工作及研究 5年，以"一作者发表 SCI 论著 2 篇，I�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特刊学术编w。

对本项目&出的��对应科技创新! 3。

姓名 �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称 行���

李雪� 8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 ��授 )

对本项目的

��

天津大学计xF学院��授、yz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图像处理、计xF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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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国际|级期刊 APPLIED ENERGY 的审j人。主�或参与

过的主要项目有：国家重!研发计}和国家科技~�项目各 1项� 国家自�科学基� 3项�天津*新一代

人工智能重大专项和天津*科技~�重!项目各 1项，��或参与Ä向项目_`。在本项目中，参与应用Å

度学习对甲状腺结节进行人工智能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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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对应科技创新! 2，是附' 2-2 的主要完成人。

姓名 �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称 行���

赵�� 9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 工5师 )

对本项目的

��

��于天津大学智能与计x学部，从i数据ÉÑ、ÖÜ检索相关研究，在知识图%构建及更新、自适应学习

研究、�áà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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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ä，发表多篇高âä

学术论文。?力于产学研用Å度融合研究，参与多项国家自�基�项目、天津*科技~�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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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对应科技创新! 2，是附' 2-1 的主要完成人。

姓名 �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称 行���

ã建 10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主�医师,�授 )

对本项目的

��

从i核医学临床、科研、�学工作，在>射性核素治疗、SPECT 显像、甲状腺k病的诊断和治疗等方面有

å较çé的临床经=。现�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 员;中华核医学分会治疗学组组è、中华内分泌分

会甲状腺学组 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核医学分会�主� 员;天津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 员;天津核

学会�理iè;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志编 ;国际内分泌代ê杂志编 。主�和参R国家级、*级科研课

题 13项。作为编写专家参R《甲状腺结节和分化型甲状腺癌诊治指南》和中华核医学发ë的《131I 治疗í

ìîï甲ñ指南》的编写;领ó编写《131I 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指南》。

对本项目&出的��对应科技创新! 1、3。



完成单位�表

单位名称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名 1

对本项目的

��

本项目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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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地，全国首ö 2家

国家级肿瘤学临床医学研究中心õ一，ú有国内甲状腺癌诊疗领域H具实力的肿瘤临床中心。在本项目中，

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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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度学习模型的自动诊断和分类，实现)创、

动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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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学检ü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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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医疗。

单位名称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名 2

对本项目的

��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是天津*集医疗、�学、科研、预防于一体的£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和天津*医学中心，

多年2一o?力于甲状腺结节的临床诊治工作，¤年完成甲状腺及甲状¥腺穿刺活检 2000/，微创¦术数

百/，甲状腺结节内外科诊治âä位§全国前¨。近年2开展的超声介导甲状腺结节e消融技术，填]了天

津*�生系统引进应用新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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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õª，«¬健+”的科普®活动提升公¯对

甲状腺结节的认知âä。

单位名称 天津大学 �名 3

对本项目的

��

天津大学智能与计x学部是在国家全面实°“p一±”建设的背景下，为进一²,化学科ë³，´进µ¶融合

·组建。近¸年，学部¹I了多项国家重大研发计}、国家重!基�等高âä科学研究项目，发表了一ö具

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学术论文，º多学术研究成果在智»O*、公共¼全、文化½产保¬®¹、智能µ通、智

»健+、防¾减¾、天文与^间科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天津大学智能与计x学部ú有数Z高质量¿�T

和工作À，能Á用于实=中x法的Â行和检测äZ，可Ã开展超声图像数据Ä集，ÖÜ处理，人工智能Å度

学习x法Â行，从·~�和保证项目研究的Å利进行。

单位名称 重庆大学 �名 4

对本项目的

��

重庆大学生物工5学院是重庆大学下设的\级学院。近 5年，¹I国家自�科学基�杰l/重!/面上/l年项

目、重!研发计}等 100 余项。产生力学微ÆÇ/ÈÉÊË及QÌ原理、生物医用材料表Í面与`细û相Î作

用理论、肿瘤代ê与肿瘤微ÆÇÎ作FG等国际领先/先进的成果，在 Nat. Neurosci, Sci. Adv 等发表论文

600 余篇，编G健+设备ÎÏ作国际标准 46项，转化应用发明专利 19项。获重庆*三大奖、中国标准创新

��奖一等奖、中国ÐÍ��一等奖等奖Ñ 10 余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