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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讲话

医学发展新要求

国家发展与
基础学科

国家发展与
经济发展

健康中国2030与
医学教育

新医科-医学发展新要求

文
科

工
科

理
科

医
科

Med+X
新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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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科-实现医学创新发展

p  “四新” 引领

专业

课程

基地方法

技术

调结构、补短板、强基础、上水平、提质量！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

p  “五要素” 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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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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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工结合，协同发展，解决临床需求

2019年选课：40所高校，上万余人
校级“金课”，国家“金课”申报以临床问题为导向

工科知识

影像技术

临床问题

多学科交叉
慕课

培
养
创
新
意
识

解
决
临
床
问
题

p《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课程，获

批2019年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

p  西安交通大学2020年国际在线开放

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专项《脑科学与

影像新技术国际化建设》

p《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十四五”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规划教材立项

《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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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调研

国内医学院校未开设类似课程

p 国内查及相关主题专著1本；其余译著居多

p 国外查及类似专著（专注方法/论文汇编/疾病专刊）

          临床问题的引出及分析简单

          缺少科研思维总结及训练

          不适用于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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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特色

p 适用人群：医学类研究生、本科生为主，

部分工科学生

p 教学目标：为学生提供临床问题转化为

科学问题，用影像学新技术方法解决问

题的思路

基于PBL学习
法

纸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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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特色

优

p 学科先进技术

p 专业先进理论

p 临床问题导向

p 团队成果展示

p 科研教学化

p 在线课程影响

特 政

p 国家健康理念

p 新医科视角

p 脑科学前沿

p 多学科融合

p 医工交叉产出

p 科研思维体系

p 省级教学成果

p 校级教学成果

p 国家级精品课

p 国家级教改

p 校级名课程

p 教改成效推广

p 思想政治教育

p 国家政策传递

p 专业伦理讲授

p 道德法制传授

p 科研精神学习

p 具有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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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章节设置

脑肿瘤

脑外伤

脑血管病

神经退行性疾病

慢性痛

精神疾病

儿童发育相关

…… 未完待续
Ø疾病概述

Ø根据疾病具体情况进行逻辑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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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章

样章框架
问题引出：病例/案例引出要讨论的临床问题，转化提出相应的科学问题

科研设计：给出采用影像学技术方法的科学设计方案

问题解答：回答临床问题解决的程度，总结影像学技术的优劣

未来展望：展望该问题国内外进展情况，现有的局限性，未来的发展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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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编写及出版计划

p 2019.12—团队讨论，国内高校调研

p 2020.05—确定主旨，章节目录讨论

p 2020.08—撰写样章，联系出版社

p 2020.12—确定目录样章，优选主编编委

p 2020.02—拟召开编委会，分配编写任务

p 2022.05—完成第一稿，章节负责人审稿

p 2022.08—副主编交叉互审，主编统审

p 2023.03—责编校稿，修稿

p 2023.05—主编定稿；2023.07—出版

p 依托在线课程配套教材

p 优选一流院校主编参编

p 高水平出版社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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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床 科 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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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学科交叉与协同创新



理 科
理
科

文 科

文
科

工 科 工科

医 科

医科新
医
科 新
医
科

新医科

 新医科的概念

 学科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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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床 科 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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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医工结合引领新医科建设



n 吕毅教授成功实施“世界首例磁压榨狭窄
胆道疏通技术”，开创磁外科

n 肾脏移植关键技术创新及临床应用36年
n 肾移植手术超过4000例

n 贺西京教授完成首例3D打印人
工寰齿关节经口腔置换术

多学科交叉合作，硕果累累
年均承担各级科研项目550项，年均科研经费5000万元

n 近五年：发表学术论文6251
余篇

n 授权专利498项
n 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著9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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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定均团队完成全球首例3D
打印人工颈椎间盘置换术

郝定均团队完成全球首例混合现实
技术引导下脊柱畸形矫形手术

多学科交叉合作，硕果累累

郝定均教授团队“严重脊柱创伤修复关键技术的创新与推广”项目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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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辅助诊断系统“新冠”影像学专著

n 郭佑民教授. “基于“数字肺”的呼吸系统疾病评价体系与诊断标
准研究”获资助1189万元，项目编号：201402013

基于“数字肺”的呼吸系统疾病评价体系与诊断标准研究

专利申请书

u技术指南/专家共识2项、专著2部（3版）、授权专利3项、SCI期刊
文章25篇、中文核心期刊文章26篇、培养博士1人 硕士9人 

多学科交叉合作，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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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床 科 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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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案例一：临床问题衍生出的国科金



1.从临床问题引出科研教学系列成果

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搭建多学科合作团队
医学影像科

神经外科
生物医学工程

神经影像&神经外科

  王茂德教授

  刘继欣教授

  牛晨医师

  张明教授

源于临床问题

始于影像研究

医工结合交叉

共同申报省奖

共同下乡期间寻找临床问题

始于脑肿瘤影像课题研究

博士后课题致力

脑肿瘤精准治疗

医工结合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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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WI                                                T1WI增强T2WI                                              T1WI                                                T2WI                                    

DTI 
纤
维
束
示
踪

ASL ASL叠加T2WI 

MRS

任
务
态
脑
功
能
成
像

（
双
手
握
拳
运
动
）

脑肿瘤MRI研究与临床应用

T1WI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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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床问题引出科研教学系列成果

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有突出的研究成果及知识产权

 IF=10.154 
JCR Q1

 IF=11,161
  JCR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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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临床问题引出科研教学系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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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分析

u 李X，男，19岁，因打架头部被脚踢中数次

u 主诉：头晕、头痛伴恶心

u 神经系统查体：未见明显异常，GCS评分（14分）

u 头颅CT检查：（-）

u 临床诊断：头晕原因待查，轻度脑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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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磁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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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磁共振（S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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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床问题衍生的研究-轻度脑外伤

Ø 全球每年新增脑外伤5000万

Ø 我国脑外伤发病率超过780/10万人口，总

病死率高达30%-50%

Ø WHO预测2030年脑外伤将成为神经系统疾

病的最主要致残原因

Ø 超过80%脑外伤为轻度脑外伤(mTBI)

Ø 33%-55%会存在后遗症，25%无法康复

脑外伤：高发病，高危害，高负担

轻度脑外伤：“沉默的慢性病”

TBI与正常老化

交互假说 Ø TBI加速正常老化病理学过程
Ø 25岁前罹患脑外伤在接下来的30年患

阿尔兹海默病（AD）的风险提高63%

与认知老化关联
借助影像学定量分析     
结合治疗干预           
筛选特异性生物标记物，
衡量个体易感性及疗效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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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个体的脑白质损伤负担研究

胼胝体结构与功能损伤

脑外伤后头痛的神经损伤机制

轻度脑外伤血液标记物研究

完
成
系
列
研
究

IF：8.3

IF：5.1

2. 临床问题衍生的研究-轻度脑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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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项）
u 轻度脑外伤诱发头痛慢性化的认知调控神经机制及治疗验证

u “微血管损伤”驱动的轻度脑外伤诱发AD关联病变新机制及风险预测

u 脑血管损伤与胼胝体微结构协同作用的轻度脑外伤执行功能损伤研究

u 结合脑连接与生物标记物分析的轻度脑外伤损伤机制及针刺干预验证

u 轻度脑外伤认知异常损伤的额叶纹状体功能与结构连接分析及预后评

价

u西安交通大学创新基金研究（2项）
u 轻度脑外伤诱发的大脑过度老化及老化认知干预的脑机制研究

u 轻度脑外伤诱发阿尔兹海默症的关联影像遗传学机制研究

uSCI期刊文章20余篇

u培养博士8人 硕士3人 

2. 临床问题衍生的研究-轻度脑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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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课题-安康：中-重度脑外伤研究

1. 中-重度脑外伤个体化损伤模式构建

2. 损伤核团相互作用与损伤类型的结合

 弥散性轴索损伤
（损伤机制）

纤维束损伤定位
（损伤现象）

位置与类型的相互关系
（损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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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散性轴索损伤
（损伤机制）

安康：中-重度脑外伤研究

纤维束损伤定位
（损伤现象）

位置与类型的相互关系
（损伤机制）

治疗干预

1.损伤区域的治疗

2.针对损伤类型的治疗
32

新开课题-安康：中-重度脑外伤研究



外伤后影响因素：

1. 虚弱——生理储备丧失，内稳态调解失衡

2. 共病及虚弱纳入创伤评估，可显著提高预后

诱发疾病：

1. 存在合并症及较低的生理储备——急性肾损伤（AKI）比

例增加，Stage1/2—17%； Stage3—6%

2. 合并肺功能损伤，呼吸机通气肺炎

颅脑损伤与其他器官衰竭对TBI预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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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外伤衍生的研究-CO中毒性脑病

Ø 一氧化碳中毒是全球范围内一种常见的中

毒原因

Ø ３％-４0％发展为CO中毒迟发性脑病

Ø CO中毒迟发性脑病：治疗难度大，预后较

差 ，致残率较高

Ø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给社会及家庭带来

巨大负担

完成中英双语临床试
验注册获得批准号

回顾性分析-中稿2021年国际医学磁共振年会（ISMRM2021）
Shenghai Wang., et al.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MRI Metrics in Acute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CO中毒性脑病研究团队

延安市人民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n 张振显 n 王生海

n 李海宁 n 孙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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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问题衍生的研究-一氧化碳中毒性脑病

会议文章题目和内容
中稿2021年国际医学磁共振年会

（ISMRM2021）

p Shenghai Wang., et al.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iffusion-Weighted MRI 
Metrics in Acute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p 利用体素内不相干运动成像（IVIM
）评估急性CO中毒患者的血流灌注
和微结构完整性

中稿2022年北美放射学年会
（RSNA2022）

中稿2022年北美放射学年会
（RSNA2022）

p Zhenxian Zhang., et al. Development 
of a Nomogram Based on DWI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to Predict 
DEACMP

p 利用神经影像学和临床数据来开发
一氧化碳中毒后迟发型脑病的预测
模型

p Wenxuan Han., et al.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White Matter Injury after 
Acute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by 
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p 利用TBSS方法来评估急性CO中毒患者
的脑白质微结构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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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外伤衍生的研究-CO中毒性脑病



二、化疗脑的破局-瞄准特定化疗方案

化疗脑

化疗方案多样性 原发肿瘤多样性

化疗引起中枢损伤不确定性

u 肿瘤内科病源优势

u 化疗方案一致

u 乳腺癌手术方式一致，

病理一致

研究热点：
乳腺癌术后生存期长
化疗脑损伤显著
AC-T化疗方案最常用

 AC-T化疗对乳腺浸润型导管癌认知损伤
潜在神经机制的多模态磁共振研究

AC-T化疗方案 原发性乳腺癌 A
C

T

纵向实验设计，选择化疗关键节点为观察点
四周期 四周期

一
年

术
后
化
疗
前

化疗脑结构-功能-灌注多模态磁共振数据集
36



化疗脑的破局-瞄准特定化疗方案
brain imaging and behavior 3.224

April 2022

Rs-fMRI磁共振数据正在分析37



脑外伤-即将开展的科研

50岁以上：脑老化加速期
脑创伤是痴呆最强独立风险
因素（提高35%）
帕金森发生提早5.6年

WHO预测：全球一半人口在其一生

会罹患至少1次脑创伤

中国为脑创伤高发地，超过1.39亿

医疗费用占全球GDP的0.5%

人群基数大

0-10岁：脑发育黄金期 

儿童脑创伤是影响脑组织发育

的最高风险因素

16-35岁：脑力强劲建设期
脑创伤在中青年致残率高居首
位

全生命周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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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外伤-即将开展的科研

儿童脑创伤临床诊断痛点

儿童脑创伤

致死致残率高居首位

降低不必要CT辐射损伤

CT应用的临床指证缺乏

仅7.5%的儿童脑创伤

存在CT提示的颅内损伤

电离辐射显著提高2倍儿童

脑癌患病率及终身患癌风险

建立基于血检技术的

CT扫描指证判别依据

JAMA Pediatr., 2021;175(10):1009-16 Lancet. 2012; 380(9840):499–505 JAMA Pediatr., 2013;167(8):700–7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发

布儿童脑创伤临床工作指南（2020）

39



打造儿童脑发育与脑保护研究平台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p 5岁以下婴幼儿中每49.5人就有1人患有脑相关疾病

p每10个孩子里就有1例ADHD病患

p每44名儿童中就有1名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

中国脑计划的核心要务：儿童脑疾病的发育图

谱和轨迹构建。

早期诊断、精准预后、有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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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感染后，如何面对与解决？

41

   患 者：

• 核心症状：新冠感染后存在哪些后遗症？

• 持续时间：什么时候不用担心感染后遗症？

   医 生：

• 如何回答：新冠后遗症有哪些？

• 科学解释：后遗症转归背后的机制是什么？

早期筛查层面：如何早期定义新冠后遗症高风险人群并明确早期诊断影像生物学标记？

预后评价层面：如何采取新颖的无创、绿色、简便的干预手段改善新冠感染后核心症状？

       卫生政策制定者与科学界



新冠研究—脑外伤延伸研究

42

影像学数据
Ø MRI

1. BOLD
2. DTI
3. 3D T1
4. ASL

临床信息及神经心理学数据
Ø 一般资料：性别、年龄等
Ø 躯体：躯体症状李克特量表
Ø 疲劳：疲劳影响量表等
Ø 疼痛：疼痛视觉模拟评分量表
Ø 睡眠：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Ø 认知：连线、数字广度等
Ø 情感：贝克焦虑、抑郁

血液标记物
Ø 炎症因子检测
IL-1β，IL-4，IL-6，IL-8，IL-10，
IL-12，γ-干扰素（Interferon-γ，
IFN-γ），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细胞
间黏附分子-1（Intra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
Ø  血常规、血沉、抗体等

面向新冠“阳转阴”患者：多时间点多维度纵向数据

构建“新冠后脑影像生物标记物数据库”
探索长新冠损伤机制，明确早期诊断与预后评价影像生物学标记



新冠研究-计算影像学的应用

43

n 每个时间点数据：需采集脑影像、血液生物标记、多维认知心理测评

n 多个时间点数据：建立新冠感染后4周内、3个月、12个月多时间点纵向随访数据



高考女生“痛经晕倒”文综仅答题 
25分钟… 

“肚子非常疼，来例假了，特别累，但是这
也不是理由，是我没有游好” …

OBSTETRICS & GYNECOLOGY,
 Dawood et al. 2006 

l青年女性最多见
l发病率45%-90%

l轻度：基本可以忍受
l中度：影响生活工作
l重度：晕厥、休克

l约15%患者会旷课旷工
l约30%患者口服止痛药

慢性盆腔痛---原发性痛经

二、3.新闻热点衍生出的国科金—原发性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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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痛经患者多模态磁共振研究

实
验
流
程

2015年/2018/2019年
国科金面上项目

移情任务

sMRI

fMRI

DTI

雌
二
醇

孕
酮

催
产
素

血
管
加
压
素

前
列
腺
素
类

多 指 标
多 角 度

子 宫 内 膜

结 合 带

子 宫 肌 层

中枢结构-功能损伤
多模态影像数据

内分泌指标异常 子宫形态学变化
多参数、多统计量

排卵期、月经前3天、纵向实验设计

多模态、多角度构建“中枢-内分泌-子宫”交互模型

3.新闻热点衍生出的国科金—原发性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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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 感 兴 趣 通 路 的 白 质 纤 维 追 踪 研 究

岛 叶 体 积 及 功 能 异 常

机 器 学 习 对 非 疼 痛 期 全 脑 结 构 分 类 研 究

基 于 全 脑 白 质 纤 维 束 完 整 性 的 研 究

完
成
系
列
研
究

3.新闻热点衍生出的国科金—原发性痛经

u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8年，原发性痛经患者疼痛发展个体差异影像学研究
u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5年，原发性痛经患者中枢结构功能、内分泌及子宫形态学交互模型研究
u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基于fMRI技术评价TMS干预原发性痛经的镇痛疗效及影像学预测研究（敦旺欢）
u 西安交通大学创新基金，原发性痛经患者大脑白质神经影像个体差异的研究（敦旺欢）
u 西安交通大学青年创新基金，痛经患者中枢疼痛调节机制与BDNF特性及痛经症状相关预测研究（敦旺欢） 46



原发性痛经研究生团队

敦
旺
欢

何   
娟

杨
晶

樊彤彤   王珂   李辉

韩
芳

杨
玲

1. Wanghuan Dun, Tongtong Fan,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trait empathy and resting brain 
activity in women with primary dysmenorrhea during the pain and pain-free phases.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2020 Nov 26;11:608928. (IF=3.161)

2. He J, Dun W, Han F, Wang K, Yang J, Ma S, Zhang M, Liu J, Liu H*. Abnormal white matter 
microstructure along the thalamus fiber pathways in women with primary dysmenorrhea. 
Brain Imaging Behav. 2020 Oct 8. (IF=3.418)

3. Chen T, Dun WH, Zhang M*. Whole brain structural MRI based classification of primary 
dysmenorrhea in pain-free phase: a machine learning study[J].  Pain,2019,160(3) 734-741. 
(IF=6.029)

4. Junya Mu 1, Qiming Wang, Wanghuan Dun, et al. The effects of long-term menstrual pain on 
pain empathy in women with primary dysmenorrhea. Pain. 2021 Jan 20. (IF=6.029)

5. Ling Yang , Wanghuan Dun, et al. Altered amygdalar volume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primary dysmenorrhoea during the menstrual cycle. Eur J Pain. 2019 May;23(5):994-1005. 
(IF=3.188)

6. Fang Han,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alamus-Relate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and Serum 
BDNF Levels During the Periovulatory Phase of Primary Dysmenorrhea. Front Hum Neurosci. 
2019 Sep 30;13:333. (IF=2.870)

7. Liu JX, Dun WH, Zhang M*. Altered white matter microarchitecture in the cingulum bundle in 
women with primary dysmenorrhea: a tract-based analysis study. Human Brain Mapping 2017, 
38(9):4430–4443. ( IF= 4.927)

8. Dun, Wang-huan, et al. Abnorm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anterior insula at 
pain-free periovu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perceived pain during menstruation. Brain imaging 
and behavior, 2017,11(6): 1787-1795. (IF = 3.719)

9. Dun, Wanghuan, et al. Abnormal white matter integrity during pain-free periovul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pain intensity in primary dysmenorrhea[J].Brain imaging and 
behavior,2017,11(4): 1061-1070. (IF = 3.719)

3.原发性痛经课题-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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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珠玉在前-从女性盆腔痛到男性盆腔痛

文献调研原发性痛经

慢性疼痛 盆腔脏器

慢性前列腺炎/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

u 结合自身，泌尿外科

u 常见病、多发病

u 病因不明，疗效不佳

u 研究热点：
      从盆腔到中枢；
      从局部到整体。

u 高质量基础研究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青年慢性前列腺炎/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
的多模态磁共振研究

u 聚焦青年
• 国内高发人群
• 排除混杂因素

u 多角度、多模态
• 盆腔、中枢
• 结构像、功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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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珠玉在前-从女性盆腔痛到男性盆腔痛
IF:3.47

September 2022

CP/CPPS： a study of DTI (submitting)

临床指标的预测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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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向重大疾病—终末期肾病

慢性肾脏病3期

男性，38岁 双下肢无力2周 50



慢性肾脏病导致全球约120万

人死亡，超过了结核病和AIDS

导致的死亡人数！

约40%-

70%的终

末期肾病

患者存在

认知功能

损害

肾脏病科

肾移植科

依
托
重
点
学
科

拓展临床科研

儿
童
肾
病
脑
发
育

终
末
期
肾
病
的
脑

认
知

儿
童
肾
病
脑
发
育

腹
膜
透
析
患
者
瘙
痒

的
中
枢
改
变

维
持
性
血
液
透
析
的

脑
损
伤

全球约6.9亿人
患有CKD

中国约1.3亿人
患有CKD

4.面向重大疾病—终末期肾病

慢 性 肾 脏 病

终 末 期 肾 病

瞄
准
重
大
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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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项）

• 基于多模态神经影像联合肌电信号的尿毒症瘙痒早

期预测研究

• 长期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的激素耐药型肾病综

合征儿童认知功能下降的影像学预测研究  22万

u省级重大基础研究基金 （2项）

• 基于多模态磁共振的终末期肾病脑损伤神经机制研

究

• 儿童IgA肾病患者早期大脑结构-功能异常的多模态

神经影像研究

u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重点项目 （1

项）

• 神经影像联合代谢组学对终末期肾病患者脑损伤影

响因素的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

u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基金（3项）

• 终末期肾病患者脑形态学改变及认知损伤fMRI研究

肾移植手术患者大脑结构-功能多模态磁共振研究

u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基金（1项）

• 尿毒症不宁腿大脑结构-功能异常的多模态神经影像

学研究

4.面向重大疾病—终末期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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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RD患者白质与认知控制研究

ESRD患者丘脑代谢与睡眠障碍的相关研究

尿毒症不宁腿患者感觉运动异常的白质研究

尿毒症不宁腿感觉运动异常的功能连接研究

ESRD患者结构共变和功能连接研究

ESRD患者大脑情绪与认知控制异常关系的研究

ESRD患者单次透析前后认知变化的研究

完
成
系
列
研
究

4.面向重大疾病—终末期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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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末期肾病研究生团队

丁 墩 马雪英                          

郭建新麻少辉

李朋

郭乔 张盼

穆俊娅 顾问 袁惠婕 朱昕怡

苏航 何荣华

ESRD患者白质与认知控制研究

ESRD患者丘脑代谢与睡眠障碍的相关研究

尿毒症不宁腿患者感觉运动异常的白质和功能连接研究

ESRD患者大脑情绪与认知控制异常关系的研究

腹膜透析患者瘙痒与脑结构及功能改变的研究

ESRD患者轻度认知障碍与脑功能网络改变的研究

血液透析患者单次透析前后认知变化的研究

肾移植患者移植前后脑结构及功能改变研究
……

4.面向重大疾病—终末期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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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01 研 究 设 计

02 研 究 方 法

03 研 究 内 容

04 研 究 分 析

    临床问题明确，

紧扣前沿，纵向数

据最具说服力

   用最简单的方法

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内容新颖独到，

环环相扣

有假设、有计划、

有步骤

05 结 果 呈 现

逻辑性强，结果客

观可靠

学科交叉

医工结合

临床问题

科学转化

严谨准确

特色鲜明

科学验证

回归临床

临床选题

科研，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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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以重大疾病、慢性病为需求，医工交叉、融合创新，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建设
                             
p 多学科交叉促影像研究进展-创新临床新技术

p 获多项国科金助力影像研究

p 发表高水平论文并获同行评价

p 省级科技进步奖推动学科发展

l 脑肿瘤多模态成像助力精准医疗

l 慢性痛-中枢早期改变预测疼痛进展

l 面向重大疾病终末期肾病肾-脑轴研究

l “沉默的慢性病”-脑外伤影像定量分析

l 团队成员共获得21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助力医工交叉-脑
科学研究

l 团队获得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
项；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项

l 参与获得省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
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

——科教协同、以计算影像学为牵引
      培育国家级科技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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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抓住临床问题：重在临床工作的积累、总结

u 面向重大疾病：预防、诊断、治疗、预后

u 紧跟技术发展：影像组学、智能学习、功能磁共振

欢迎大家多向《实用放射学杂志》投稿

总结-科研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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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科研反哺教学-教学促进临床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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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床 教 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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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造“金课”？

n 紧扣国家战略

n 布局顶层设计

n 组建优秀团队

n 选择优质平台

n 做好课程维护

打造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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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全国第三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170门

120门

78门

75门

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名单
序号 单位 总计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

混合式
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

社会
实践

1 清华大学 170 143 20 4 3

2 北京大学 120 72 20 4 5 1

3 西安交通大学 78 50 9 7 10 2

4 哈尔滨工业大学 75 48 17 2 8

4 武汉大学 75 43 18 5 9

6 山东大学 70 32 12 12 11 3

7 四川大学 64 29 25 3 6 1

8 浙江大学 60 21 23 6 10

9 上海交通大学 55 27 16 4 6 2

9 华中科技大学 55 26 17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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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临床医生、影像科医生、
医学科研工作者、理工科
教师等17人共同组成。

教学团队

1、脑科学研究是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影
像学技术为脑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工具，帮助
临床医生从新的视角理解疾病。
2、影像学应用于脑科学，需要从医工结合
的角度去思考临床问题，将临床问题转化为
可研究的科学问题。
3、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作为新兴课程，可
以拓展研究生的科研思维，为影像科医生对
新技术的理解与应用提供帮助。

课程背景

由教育部医学技术类教学指
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
教育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副秘
书长，西安交通大学张明教
授担任学术总策划。

课程总策划

国家一流课程《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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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临床问题为导向

工科知识

影像技术

临床问题

培
养
创
新
意
识

解
决
临
床
问
题

多学科交叉慕课

在线课程—医工结合，协同发展，解决临床需求

2019年选课：37所高校，8602人
校级“金课”，国家“金课”申报

国家金课《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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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亮点

u课程章节内容设计合理，分为影像学新技
术、功能磁共振数据处理、影像学新技术
临床科研应用三部分，由浅入深引导学生
深入思考医学与工科的融合。课程设计整

体突出一个新字，新视角，新理念，新
方法

u内容丰富，讲解细致，图片案例丰富。尤
其在新技术临床科研应用部分采用了一问
一答的座谈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

拍摄花絮

新视角探究脑
科学

医工结合思考
临床问题

影像新技术引
导临床实践

国家金课《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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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预防与治疗》

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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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材

《结核病预防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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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p 锻造一流课程， 融合思政育人，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p 开展系列教学改革，完善配套教材建设，构建新医科理念

下影像教学新体系

p 牵头数字影像虚拟教研室，提升教师梯队建设

p 推进医工学专业申报，参与未来技术学院建设，推进新医

科专业改革

p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推广教学改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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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团队近年取得的教学成果奖励

u2019年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

等奖、2021一等奖

u2021年陕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

会研究生教育成果一等奖

u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第十七届教学

成果特等奖 、优秀教学团队奖

68



2021年教学获奖

u2022年获得西安交通大学教学三大奖之优秀教学团队奖

u2022西安交通大学第十七届教学成果特等奖（1）：建一流课程，创实践平台，

重思政育人，医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u2021年陕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成果奖一等奖（1）：价值塑造、

创新引领、制度优化培养新时代医学卓越研究生

u2021年教育部普通本科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及教学团队（3）

u2021年《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获批陕西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及团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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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教学获奖

u 2020年度西安交通大学人才培养工作突出贡献个人， 2020年西安交通大学第六届教学“卓越奖”

u 2020年陕西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2020年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

u 2019-2020年度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教学研究突出贡献奖”

u 2019年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数字化背景下医学影像学教学综合改革与实践”(1)

u 2019年西交大第十六届教学成果特等奖，“数字化背景下医学影像学教学综合改革与实践” (1)

u 2019年陕西省教学一等奖“面向健康中国，聚焦核心能力，构建临床医学领军潜质人才的育人体系与实践”(8)

u 2019年西交第十六届教学成果特等奖，“面向西部需求的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探索与实践”（4）

u 2019年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教学名医、名师

u 2018年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创建五阶段递进式教师教学培养体系 打造一流师资队伍引领西部教师发展”(10)

u 2018年陕西省教学奖特等奖，“基于OBE理念，以岗位胜任能力为目标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实践”(7)

u 2018年教育部在线研究中心，“2018智慧教学之星”

u 2017年西交第十五届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基于成果导向理念，以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实践”(7)

u 2015年西交第十四届教学成果一等奖，“以目标效果为导向整合贯穿式医学人文教育模式的构建与实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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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系列教改项目

u2021年陕西省教改重点攻关项目：新医科背景下医工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u2021年陕西省教改重点项目（4）：新时代“大思政”格局下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培养体系的构建与评价

u2021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面上课题（2020MSA11）：混合式教学中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的探

索-基于国家精品课程《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

u2021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面上课题（2020MSA26）：医学类慕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研究

u2021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面上课题（2020MSA203）：MOOC+CBL混合教学模式对医学研

究生教学效果评价的探 索性研究

u2021年陕西省虚拟教研室：数字影像与医工学虚拟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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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系列教改项目
u 2020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教改项目面上课题：混合式教学中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的探索

u 2020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教改项目面上课题：医学类慕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研究 

u 2020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教改项目面上课题：MOOC+CBL混合教学模式对医学研究生教学效果评价的探索性研究 

u 2020年获得全国医药学研究生在线课程建设与教学研究课题重点项目：基于 MOOC+PBL 教学模式对医学研究生教学效果评价的

探索性研究

u  2020年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十四五”规划精品系列教材，《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

u  2020年西安交通大学本科“十四五”规划教材建设项目，《中枢神经系统影像新技术临床应用》

u  2020年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级教学研究改革重大项目，新医科背景下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

u  2020年西安交通大学课程思政专项研究项目，“新医科背景下”医工交叉类课程思政体系建设与实践模式研究

u  2020年《结核病预防与治疗》“十四五”西安交通大学本科生规划教材立项

u  2020年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在线开放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专项《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国际化建设》

u 《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课程，获批2019年国家本科一流课程(1)

u  西安交通大学2019年研究生教学改革项目（课程类—B“名课程”培育项目），《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

u  201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MOOC二类课程项目，《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2018年2月课程上线

u  2018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医学教育研究课题，医学在线课程生态环境建设与考核评估体系研究

u  2017年陕西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医学教师教学培养精准督导的研究与实践

u  2016年西安交通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重点研究项目，临床医学专业留学生课程整合与教材体系建设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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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以立德树人为先导、创新为引领，注重数字化建设，促进新时代医学影像学发展

p 宝钢优秀教师，省校级教学名师 p 参与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p 获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省学
会级一等奖，校级特等奖2项

p 省级虚拟教研室-医工学与数字影像

l 《脑科学与影像新技术》
l 《医学人文》

p 国家级一流本科在线课程

p 教育部在线国际课程等慕课课程

p 国家级在线课程教改项目
l 国家学会级重点项目1项
l 国家学会级一般项目3项

p 教育部、省级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p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
l 教指委课程思政项目2项
l 校级重点项目1项，一般项目2项

p 教材
l 主编、副主编参编国家规划教材5部
l 校级十四五规划教材项目3项

p 省级教学改革重点项目

l 参与创建医工学、计算物理医学专
业建设，计算影像学课程建设

p 参与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建设

——首创计算影像学、培育国家级教学名师
      推进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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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

教学成果是做出来的

重在积累和培育

是不断求索、是集体智慧结晶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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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德 树 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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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

2020年7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对研

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

次人才 
2020年9月22日发布《关于加快新

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

•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 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

•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 提升导师队伍水平

• 严格质量管理

• 加强条件资源保障

2020年8月7日西安交通大学召开贯彻
落实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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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院士的行医之路

p 西安交通大学杰出校友

p 九三学社成员、中共党员

p 病理生理学家

p 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p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p 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

p 第十、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p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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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1979年

临潼县多所基层医院

临床医师

1982-1985年

北京医学院病理生理

教研室教师

1979-1982年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病

理生理学硕士学位

1985-1987年

美国埃默里大学药理系

进修

中科院院士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2-1968年

上海第一医学院

医学系学习

1962 1968 1979 1982 1985 1993-至今

韩启德院士的行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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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院士著作——医学的温度

1962 1968 1979 1982 1985

u 医生的态度是可以治病的
u 医学是人学，医道重温度
u 幸福就是为别人做事

我10岁时得了猩红热，两周后继发严重风湿性关节炎和心包积液，住进一家小的私立医院，
昏迷三天后救了过来，除最严重时用过几天青霉素外，没有其他什么治疗，护理却十分周到，
绝对卧床，连饭都由护士喂到嘴里。护士们都很喜欢我，一有空就轮着来给我讲故事。六十
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张病床，那间病房，窗外的那几棵大松树，在那里我人生第一次感
受到来自父母和家庭以外的温情，护士们长什么样很快忘记了，但她们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
留下了一片柔软的地方，留下了一种特别的美、一种爱的美丽。哦，医学是有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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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院士返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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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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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早日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四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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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

科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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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
树人

                   

                   

团 队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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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