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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医院徐文东团队
华山医院徐文东团队的研究项目《臂

丛神经损伤及修复过程中的大脑功能重
塑规律及新技术的转化研发和应用》获
!"#$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臂丛神经损伤可造成一侧上肢完全
瘫痪，是致残率最高的周围神经损伤之
一。目前治疗水平肩肘部位动作恢复好，
手部功能恢复不佳。现有研究臂丛损伤
修复的理论体系是“脊髓!神经干!靶
器官”，这种理论应用对于修复单根神
经、恢复单个动作，重建肩肘部位动作恢
复有好的效果，但对于重建手部功能明
显不够。徐文东团队对此先进行理论创
新，将研究拓展到大脑，形成“大脑!脊
髓!神经干!靶器官”的完整理论体系。
随后，基于这个新的理论体系进行方法
创新，研发中枢———周围联合治疗臂丛
损伤的新手术和技术，诱导中枢和周围
反馈形成良性脑重塑，最终重建瘫痪手
功能。近日，他作为通讯作者的另一项成

果“健侧颈 $移位术治疗中枢性偏瘫的
!期临床原创研究”!%&$ 年底登顶医学
最高级别杂志 '()*)+ ,-./0-1 2345-0/

36 7)1898-)。

市十医院徐亚伟团队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徐亚伟

团队的研究项目《急性心肌梗死的信息化
救治体系的建设及相关基础研究》获
!"&$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近 !"年内，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水

平不断发展，但是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从出
现症状到开通血管所需的平均时间仍高
达 :小时。近 &"年来，患者从出现症状至
呼救的时间一直长达 !小时。徐亚伟指
出，导致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患者常常没有
意识到自己胸痛症状的严重性。

该项目经历 &;年的研究，提出了基
于冠脉内新型影像技术支撑的精准冠脉
内介入治疗方案，同时通过可穿戴设备、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应用，建立了急性
心肌梗死区域化救治体系，为急性心肌
梗死的预防、预警和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十院率先研发出应用于心血管介入治疗
的移动 <=>?系统，医生可在移动设备上

随时调阅患者正在进行的或既往的血管
造影动态图像，从而指导急性心梗患者
的救治。

岳阳医院房敏团队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

合医院房敏教授团队的研究项目《中医特
色疗法诊疗体系构建与临床应用》获
!%&$中华医学科技奖三等奖。

以特异性的推拿手法、眼针、脐疗和
平衡针等为代表的中医特色疗法（简称特
色疗法）是中医外治法领域的瑰宝，是针
对优势病种、在特定治疗部位进行针对性
干预而疗效显著的特殊诊疗模式。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发病率高，“疼痛与功能障碍”
是影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者生存质量
的主要临床表现。房敏团队联合全国多家
单位，历经近 !%年基础研究，首次系统总
结和凝练了中医特色疗法的核心理论和
主治病种病机特征，诠释了中医特色疗法
的共性作用途径及蕴含其中的现代生物
学机制，从理、法、术等层次系统构建了特
色疗法诊疗体系和研究平台，形成了特色
疗法应用、评估、研究联盟。中医特色疗法
已经推广至 ;%个省市自治区数千家中医

院的推拿科和针灸科，每年有逾百万人次
的患者从中受益。

市六医院急诊室纪录片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急

诊室故事》医学科普纪录片获 !%&$中华
医学科技奖医学科普奖。

医学科普知识一直是我国公民科普
需求的首位，但国内在大型急救科普纪录
片领域尚属空白，以专业医疗机构和医护
人员为主体的纪实科普作品更是稀少，医
学知识不对称而导致的医患误解较为突
出。
市六医院急诊部主任王韬介绍，这部

纪录片通过真实救治故事，将内外妇儿等
各科疾病知识进行了科普，还包括心肺复
苏等常规急救、急诊就诊流程介绍、以及
医学伦理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这作品
打破了新闻纪实和以脚本为基础的电视
剧之间的绝对界限，在医学科普方式上作
出了突破性创新。同时，作品还开放性地
呈现医学伦理科普问题，潜移默化地完成
了医学科学精神的普及，将“医学不是神
学”进行了完美诠释。

本报记者 左妍

监测污染水质 智能预测环境
上海海事大学研究团队给出解决方案

日前，中
国医药卫生行
业最具权威科
技奖项———中
华医学科技奖
（2017）颁奖
大会举行，共
颁发 82项医
学科研成果、
2项卫生管理
奖和 2项医
学科普奖。上
海本次收获
24个奖，从科
研到科普，从
西医到中医均
有所斩获，展
现出上海医学
科研氛围浓
厚，医学科技
工作者勇于担
当重任、勇攀
科技高峰的精
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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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科技奖揭晓

!科创风采

! ! ! !水环境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更与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息息相关。
为了及时准确掌握水污染事件情况，控制
事态发展、减少损失，上海海事大学高茂
庭教授团队研发了“水质污染自动监测与
智能预警技术与系统”。

高茂庭告诉记者，该项目围绕目前
水质污染自动监测系统中的盲点给出解

决方案。“系统在水污染突发事件发生之前
能及时准确地预测预警区域水质状况、通
过多种水质监测设备采集到的数据准确地
评价区域水质状况、有效识别水质监测传
感器故障与突发水污染事件等问题。”据
悉，该系统还获得了第 &@届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高校展区优秀展品一等奖。

为了能对水环境进行有效监控与预

测预警，高茂庭团队在创新方面花了不少
心思。“我们提出水体密切关联区域水质
动态预测预警方法，设计开发了基于强化
学习的污水处理决策支持系统、污染源排
放过程监控仪和污染源排放（过程）工况
在线监控及分析系统。在污染物到达水域
敏感区之前，及早进行预警，有利于对水
污染灾害程度进行抑制、减缓扩散时间，

合理控制和整治水污染事件。”不仅如此，
针对突发污染事件等复杂情况下水质自
动监测传感器的故障诊断，团队还设计开
发了子母型环保数据采集传输仪及软件、
环境数据采集控制系统软件。

水质污染监测网络系统主要功能是
进行各个监测断面水质状态数据存储与
管理，可应用于供水、化工、电子、纺织企
业和环保管理部门，利用自动监测及时准
确地掌握饮用水、污染源、污水排放的实
际状况，通过智能预测预警掌握水环境变
化趋势，能有效抑制污染扩散和预防水污
染事件的发生。 见习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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