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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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模态心源信号智慧医疗系统研发与应用

推荐单位

/科学家
江西省医学会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心脏疾病诊疗领域。心血管疾病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死亡率持续逐年上升，

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目前，心血管疾病诊疗正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经济负担重、就诊不便、

急救能力差、无全病程管理等，传统检查技术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本项目针对目前

诊疗困境与挑战，在省卫生厅、教育厅、科技厅等多项课题资助下，历经10余年科学研究和技

术攻关，取得了重大突破，创建了同步心源心脏双模态智慧医疗系统。主要创新如下：

    创新点一：自主研发便携式无线信号采集设备，创新心音及心电双模态信号同步采集检测模

式。具有无创、高性价比和操作简单等特点，可兼顾床旁和远程，满足体检、住院、随访等全场

景医疗需求。

    创新点二：基于设备采集的双模态信号，引入数字信号分析技术，提取异常信号特征，同步

监测心脏结构、节律、血流动力学、电传导系统的多种问题。在功能性、准确性、便捷性等多方

面优势显著。

    创新点三：应用信号采集设备，建立了大规模、多中心、标准化的同步多模态心源信号大数

据集，弥补国内外同类数据库缺乏问题，并进行了人工智能分类识别医疗模型构建。同时，鉴于

心血管疾病成因复杂，本项目还进行了疾病信号通路机制研究，为诊疗提供理论基础。

    创新点四：在信号采集设备、多模态大数据库、智能识别医疗模型基础上，自主建设移动端

管理软件及云端预警监控平台，实现了心脏疾病的早期、实时、无创、精准、远程全病程管理。

国内外尚没有成功运行的此类终端和平台。

    本项成果已成功在 30多家医疗机构广泛推广应用，在健康检查、住院管理、随访监测等全

场景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总应用人次超 10万，极大节约了患者检查费用和后续治疗成本。促

进了本行业科技进步，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益。

    本项成果共获批发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 2项、软著 2项，发表论文8篇，陆续获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省科技厅领军人才计划、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项课题与技术平台。经科学技术

部西南信息中心查新中心检索，结论为“除本项目文献外，国内未见文献报道，本项目具有新颖

性”。科技厅项目验收意见为“基于 HHT信号的心音信号特征提取方法简便科学，可行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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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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子由 1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教授,主任医师 党委委员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负责人提出了本项目，并总体设计双模态心源信号分析研究的技术路线，管理并参与了信号采集设

备研发设计、信号数据采集规范要求制定、信号数据库构建、管理终端及平台建设设计、专利申请及论文撰

写等工作，使项目具备诸多创新性，并取得了诸多成果。对创新点一、创新点二、创新点三、创新点四都有

重要贡献，佐证材料见附件 1-1 、 1-2、2-1~2-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胡硕 2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主治医师,讲师 医生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骨干参与信号采集设备研发设计、信号数据采集规范要求制定、信号数据库构建、信号分析研究、

专利申请及心脏疾病信号通路基础研究等工作。对创新点一、创新点二、创新点三、创新点四均有重要贡献，

佐证材料见附件 1-1 ~ 1-4、2-1~2-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伍昕宇 3
上海博瑟特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博瑟特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工程师,工程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骨干参与双模心源信号监测设备电子硬件制作、双通路同步采集技术研发、无线传输与高采样率功

耗问题、智能分类识别与终端平台模块构建、专利申请等工作。对创新点一、创新点四有重要贡献，佐证材

料见附件 2-3、2-4，2-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余俊键 4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副主任医师,讲师 医生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骨干参与信号样本采集、信号分析研究、数据库构建及心脏疾病机制基础研究等。对创新点一、创

新点三有重要贡献，佐证材料见附件 1-3、1-4 、2-2、2-5。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李文通 5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副主任医师,讲师 医生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骨干参与信号样本采集、数据库构建及心脏疾病机制基础研究等。对创新点三有重要贡献，佐证材

料见附件 1-3、1-4。

姓名 排名 完成单位 工作单位 职称 行政职务

陈旭 6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副主任医师,讲师 无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作为项目骨干参与信号样本采集、终端管理平台设计等。对创新点一、创新点二有重要贡献，佐证材料见附

件 2-3、2-4、2-5。

完成单位情况表

单位名称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排名 1



对本项目的

贡献

赣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项目的研究、开发、应用和应用推广中提供了技术、设备和人员等条件支持，

对项目的实施和完成起到了组织、管理和协调作用。

单位名称 上海博瑟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排名 2

对本项目的

贡献

上海博瑟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具备法人资格，是项目双通路信号同步采集、远程无线传输、终端管理平台建

设等工作的主要合作完成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