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质的医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分布不均衡等

问题已经成了影响我国医疗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在远程医疗方面做了

很多功课，但现阶段，现有的互联网远程医疗大部分

集中在会诊阶段。

北京缙铖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将人工智能与混合

现实技术相结合，实现了外科手术全流程的远程指

导。该公司“基于5G通信的混合现实可视化医疗协

作项目”获得2018年中关村5G创新应用大赛三等

奖，“人工智能+混合现实—开创可视化医疗新纪元

项目”更是获得2019年中关村5G创新应用大赛二

等奖。

2019年3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师协会智

慧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家鸿利用缙铖医疗的

可视化协作系统，同时连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与相

距2200多公里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与术者进行术前

方案讨论，并在两台异地手术进程中，进行穿插实时

远程技术指导；2019年5月，一名游客在游览世园会

期间突发不适，通过缙铖医疗的5G远程增强现实术

中协同系统，远程专家利用同步影像研究病情，并全

程指导手术，使患者成功得到救治，而且手术全程只

用了1小时38分钟。

这些成功的应用案例，让身为公司创始人、CEO
的张晋兵幸福感满满。因为在他的心底，用科技惠

及更多患者是他毕生的事业。

将二维图像还原成三维模型

戴上混合现实（MR）眼镜，一个虚拟的人体肝胆

器官的全息三维立体图像便展现在眼前，你伸出手，

就可“虚拟”地触摸到该“器官”，左右手翻转“器官”，

该三维图像竟然能跟随着你的动作，实现多角度的

移动、翻转、标记……整个移动、翻转的手势下来，流

畅、无顿挫感，仿佛置身于科幻电影中，将虚拟的影

像置于手中。

这就是缙铖医疗科幻感十足的混合现实可视化

医疗协作系统。

缙铖医疗2015年在北京成立，主要专注于人工

智能混合现实可视化创新医疗产品的开发与应用，

即将AI、MR、AR、5G等前沿技术应用于全手术流

程，帮助医生实现术前远程手术规划、术中互动式远

程手术指导及术后远程随访。

张晋兵介绍到，基于独有的卷积神经网络算法

（CNN），团队在专家医生的指导下将专家知识和经

验转化为计算机语言，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人工智能3D重建引擎，能将传统CT/核磁二维医学

影像数据自动分割重建为三维模型，并通过MR技

术全息显示在真实空间中，辅助医生快速、直观、精

准地对病变体和周围组织进行分析。

过去医生使用传统软件进行影像数据三维模型

重建，往往需要耗费十几个小时，且操作复杂，医生

的学习曲线长；现在基于缙铖医疗的AI技术，该过程

的时间缩短为数秒。

据他介绍，为了沉淀真实的临床数据以优化AI
三维重建算法，团队花了3年多的时间和专家沟通，

将平面数据转化为3D图像，随着计算机运行速度的

加快和算法的更新，这一积累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该

算法也构成了公司目前最重要的竞争壁垒。

缙铖医疗的这项技术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它

能极大地降低医生工作强度，并提升诊疗效率和精

准度，进一步放大现有专家资源的价值；同时远程协

同诊疗也会提升基层医生诊疗能力和基层机构诊疗

水平，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

用科技手段解决医疗痛点

张晋兵从事医疗行业已有10多年，是一名连续

创业者。之所以选择在远程手术这个方向创业，是

因为常年跟外科医生、专家交流的过程中，他发现了

我国医疗行业的需求和痛点：医疗资源相对不均衡、

医生力量有很大偏差。

张晋兵认为，目前我国最核心医疗资源都集中

在北上广，远程医疗必然是未来的趋势。而缙铖医

疗所专注的手术目前是远程医疗中极难的环节——

手术风险大、有太多不可预测性、痛点显著。

在他看来，切合临床医生的需求，找出他们的痛

点所在，并根据实际需求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更有意

义，企业也才能不断做大做强。

回首缙铖医疗一路走过来的历程，2015年，张晋

兵只身一人开启创业之路。如今，缙铖医疗不仅聚

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还拥有了一支庞大

的精英队伍，在上海、广东等地成立了办事处。该公

司技术和产品已应用到多家医疗机构、医院联盟及

政府重大项目中，陆续与哈佛大学医学院、清华大学

长庚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上海长征医院等上百家三

甲医院展开合作。

但是在张晋兵创业之初，针对手术的远程医疗

还没有一款成熟的产品，更多产品还停留在术前的

会诊阶段。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路途艰难。

张晋兵介绍说，在所有手术之前，患者都要进行

影像检查，比如CT、核磁等影像检查，医生可根据这

些影像结果，得知病患身体内的具体情况，从而判断

手术的计划和目标。这些影像都是二维的平面，但

是人体是立体的，因此，把二维影像“变成”三维立体，

一直是医疗领域努力研发的方向。

人工智能+MR，就是通过算法把二维平面数据

“演变”为一个三维立体的模型。把重建后的3D立

体模型通过混合现实全息投影出来。透过此3D立

体影像，医生可以把人体的血管神经、组织结构等一

目了然。

“但是怎么把数据还原得真实有效，这是我们面

临的一个困难。”张晋兵说，“另外，从业不久的医生和

拥有多年经验的专家，从同一个影像获得的信息、做

出的判断有可能是不同的。缙铖医疗希望能够把专

家经验变成年轻医生的一种能力，所以我们选择用

AI的方式，让机器通过深度学习学会怎么样像专家

一样做出判断，这里面我们面临的困难也很大。”

张晋兵所说的困难在于：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专

一学科的知识能够达到的，需要把医生的经验通过

计算机的语言体现出来，还得保持其准确性。

“所以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我也特别感谢跟我们

一起奋斗的专家，给我们很多帮助和支持。”张晋兵

说。

永不言弃的“空中飞人”

“想象与现实总是充满差距。”张晋兵坦言，创业

维艰，在医疗领域创业尤其如此。“我们有很多专家

的支持，有团队精英的支持。原本我觉得我们的创

业会变得很容易，但事实上，我们在创业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很多。”

即便如此，张晋兵与他的团队从来没有放弃过，

一直坚定不移地走在这条路上。

他说，每当医生通过公司系统，帮助病人成功完

成手术后，他觉得特别开心。“不管怎么样，即使有再

多困难，我们也要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件非

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张晋兵看来，创业一定要有非常强大的内心，

有非常执着的想法。因为在创业过程中，往往会面

临来自家人、员工、朋友的不理解。

自创业以来，张晋兵成了“空中飞人”，一年中大

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对家庭照顾多有不周，家人的支

持对他来说特别重要。而更重要的是，面对困难，他

们能够得到很多专家的支持。这让他非常感动。

“创业需要方方面面的准备，尤其是在医疗领域

创业，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生命，一定要做足准

备。”张晋兵说。

在医疗领域，清晰度、精准度有严格要求，对于

医生和患者而言，差之毫厘，会谬以千里。早前通过

缙铖医疗做的一项神经外科肿瘤影像数据三维模

型，其精准度已达到0.5mm。张晋兵希望，将来在

基于人工智能的重建模型，跟病人的真实情况

完全匹配。

目前，缙铖医疗公司技术和产品已应用在

多家医疗机构、医院联盟及政府重大项目中，

可以说是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但在张晋兵

看来，缙铖医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

方面需要去探索。

虽然经历重重困难，但张晋兵当初解决我

国医疗资料资源分布不均问题的决心反而更加

坚定了。他说，未来缙铖医疗将在产品稳定性、安

全性、准确性等方面继续努力，并将其作为缙铖医

疗的底线，开发出更好的产品，成为帮助医生手术

的利器，解决更多医疗问题，惠及更多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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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技惠及更多患者
访北京缙铖医疗科技有限公司CEO张晋兵

切合临床医生的需求，找出

他们的痛点所在，并根据实际需

求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更有意义，

企业也才能不断做大做强。

——北京缙铖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CEO张晋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