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七届中国体视学与图像分析学术会议

会议手册

AGENDA





一、 会议日程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星期五)

腾讯会议号: ９８０－７１７－４０３

日　 程

０９:００－０９:１０
开幕式

主持人: 秦高梧

０９:１０－１０:００

大会特邀报告

主持人: 秦高梧

报告 １: 载人空间站火箭运输系统

(范瑞祥 中国科学院院士ꎬ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

注: 报告 ５０ 分钟ꎬ 其中报告时间 ４０ 分钟ꎬ 提问 １０ 分钟

１０:００－１０:４０

报告 ２: 辨证地看人工智能

(孙茂松 长聘教授ꎬ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注: 报告 ４０ 分钟ꎬ 其中报告时间 ３５ 分钟ꎬ 提问 ５ 分钟

１０:４０－１１:１５

报告 ３: 新冠疫苗研究

(侯利华 研究员ꎬ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注: 报告 ３５ 分钟ꎬ 其中报告时间 ３０ 分钟ꎬ 提问 ５ 分钟

１１:１５－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１１:５５

中国体视学学会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

报告 ４: 小动物活体能谱显微 ＣＴ 技术

(魏存峰 研究员ꎬ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注: 报告 ３５ 分钟ꎬ 其中报告时间 ３０ 分钟ꎬ 提问 ５ 分钟

１００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星期六)

日　 程

０８:３０－１７:００

０８:００－１６:２５

０８:３０－１６:３０

０８:５０－１７:００

０８:２５－１７:２０

０８:３０－１５:００

全天: 分会场学术交流

第一分会场: ２０２２ 生物医学多媒体信息处理与仿真学术会议

腾讯会议号: １２４－９６０－２９４

第二分会场: 第十一届全国生物医学体视学学术会议

第十四届全军军事病理学学术会议

第十届全军定量病理学学术会议

第一届全国超微与分子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军事医学病理学学组学术会议

腾讯会议号: ４０７－１４５－８４１

第三分会场: 第十七届全国金相与显微分析学术研讨会

腾讯会议号: ９７０－９９６－５７１

第四分会场: ２０２２ 年全国射线数字成像与 ＣＴ 新技术研讨会

腾讯会议号: ８１３－５０１－３３９

第五分会场: 第一届全国智能成像技术学术会议

腾讯会议号: ６０２－９７７－２９０

第六分会场: 青年学术论坛

腾讯会议号: ６６９－１４０－６０１

１７:００－１７:２０ 各分会场评选优秀报告

２００



二、 分会场安排

第 １ 分会场: 生物医学多媒体信息处理与仿真学术会议

会 场 主 题: 生物医学多媒体信息的处理与仿真理论、 技术与应用

主　 　 　 席: 张艳宁、 夏　 勇、 李　 阳、 戴亚康、 孙瑾秋、 李　 妮

组 织 单 位: 中国体视学学会图像分析分会、 仿真与虚拟现实分会、 西北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联 系 人: 朱宇 (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ꎻ 电话: １３７２０６５９６３４ꎻ 邮箱: ｙｕｚｈｕ＠ ｎｗｐｕ ｅｄｕ ｃｎ)

腾讯会议号: １２４－９６０－２９４

日　 程

０８:３０－１０:３０

０８:３０－０９:１０

０９:１０－０９:５０

０９:５０－１０:３０

１０:３０－１０:４０

主持人: 夏勇ꎬ 西北工业大学

１. Ｆａ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Ｉ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沈定

刚ꎬ 上海科技大学)

２. 医学影像人工智能的特点、 技术与趋势 (周少华ꎬ 中国科技大学)

３. 基于测序数据重构基因组 (李国君ꎬ 山东大学)

休息

１０:４０－１２:１０

１０:４０－１１:１０

１１:１０－１１:４０

１１:４０－１２:１０

１２:１０－１４:００

主持人: 戴亚康ꎬ 中科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４. 物理智能磁共振成像 (屈小波ꎬ 厦门大学)

５. 病理图像的深度分析 (王连生ꎬ 厦门大学)

６.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 ｔｒｅｎ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ｍｏｒｅ 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 ｄａｔａ (王珊珊ꎬ 中科

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午休

１４:００－１５:５０

１４:００－１４:４０

１４:４０－１５:２０

１５:２０－１５:５０

１５:５０－１６:００

主持人: 李阳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７. 基于脑电的脑机接口范式探讨 (李远清ꎬ 华南理工大学)

８. 精神疾病脑影像模式识别方法与疾病影像表征 (陈华富ꎬ 电子科技大学)

９. 基于深度学习的医学图像分割与分类 (李佐勇ꎬ 闽江学院)

休息

１６:００－１７:００

１６:００－１６:３０

１６:３０－１７:００

１７:００－１７:１５

主持人: 孙瑾秋ꎬ 西北工业大学

１０. 工业大数据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探索 (陈豪ꎬ 中国科学院物质结构研究所)

１１. 面向智能弥散磁共振影像计算的几何深度学习方法研究 (陈耿ꎬ 西北工业大学)

评选优秀报告

３００



第 ２ 分会场: 第十一届全国生物医学体视学学术会议

第十四届全军军事病理学学术会议

第十届全军定量病理学学术会议

第一届全国超微与分子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军事医学病理学学组

学术会议

会 场 主 题: 生物医学体视学理论及技术创新与发展

主　 　 　 席: 唐　 勇、 申　 洪 (生物医学体视学)

姜志国、 陈耀文 (定量病理学)

李　 杨、 孟如松 (军事病理学)

李　 杨、 赵景民 (智能 ＡＩ<智慧病理>)

组 织 单 位: 中国体视学学会生物医学分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联 系 人: 徐新萍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ꎻ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９３２２１９ꎬ １８５０００９７５５８ꎻ

邮箱: ｘｘｐｂｊｈｄ＠ １６３ ｃｏｍ)

腾讯会议号: ４０７－１４５－８４１

日　 程

０８:００－０９:４０

０８:００－０８:２０

０８:２０－０８:４０

０８:４０－０９:００

０９:００－０９:２０

０９:２０－０９:４０

专题报告 主持人: 唐勇、 申洪

１. ＣＯＶＩＤ－１９ 与 ＳＡＲＳ 肺脏病变的异同 (王德文ꎬ 军事医学研究院)

２. 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肺组织病变体视学测试分析 (申洪ꎬ 南方医科大学)

３. ＢＴ 和 ＩＴ 融合在临床场景中的研发与应用进展 (赵景民ꎬ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４. 在体近红外荧光成像技术的研究 (史春梦ꎬ 陆军军医大学)

５.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缺血性脑损伤修复的促进作用及机制研究 (丁桂荣ꎬ 空军军医大学)

注: 每个报告 ２０ 分钟ꎬ 含提问

０９:４０－０９:５０ 休息

０９:５０－１１:５０

０９:５０－１０:１０

１０:１０－１０:３０

１０:３０－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１１:１０

１１:１０－１１:３０

１１:３０－１１:５０

专题报告 主持人: 赵景民、 程江涛

６. 病毒形态识别中的假象 (宋敬东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

７. 深度高通量测序分析非小细胞肺癌驱动基因突变筛选靶向药物的研究 (杜珍武ꎬ 吉

林大学)

８. 创伤免疫的病理机制进展 (刘茜ꎬ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９. 下肢力线与膝关节疾病 (魏学磊ꎬ 天津医院)

１０. 放射损伤修复模型中对肠道干细胞的评估策略和相关进展 (王锋超ꎬ 陆军军医大学)

１１. 氟西汀对 ＡＰＰ / ＰＳ１ 转基因 ＡＤ 小鼠认知功能及海马神经元、 突触、 少突胶质细胞的

作用 (周春妮ꎬ 重庆医科大学)

注: 每个报告 ２０ 分钟ꎬ 含提问

４００



１１:５０－１４:００ 午休

１４:００－１５:３０

１４:００－１４:１５

１４:１５－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１４:４５

１４:４５－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１５:１５

分会报告 主持人: 史春梦、 丁桂荣

１２. 深度学习在宫颈细胞学全切片图像分析领域的探索与应用 (王波ꎬ 海南省人民医院)

１３. 数字病理自监督学习与高信息量辅助诊断 (郑钰山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１４. 微波辐射影响神经行为的病理生理学机制探讨 (左红艳ꎬ 军事医学研究院)

１５. Ｔｈｅ Ａｂｓｃｏｐ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ｒａｎｉａｌ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 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Ｍｉｃｅ (郭玲ꎬ 空

军军医大学)

１６. Ｓ 波段微波长期辐射致雄性生殖损伤效应研究 (姚斌伟ꎬ 军事医学研究院)

注: 每个报告 １５ 分钟ꎬ 含提问

１５:１５－１５:２５ 休息

１５:２５－１４:２５

１５:２５－１５:４０

１５:４０－１５:５５

１５:５５－１６:１０

１６:１０－１６:２５

分会报告 主持人: 曾慧红、 任雅丽

１７. 体视学研究神经生长因子对坐骨神经损伤大鼠脊髓神经纤维的影响 (杨林凤ꎬ 川北

医学院基础医学与法医学研究所)

１８. 短波辐射对小鼠学习记忆与神经发生的影响研究 (刘莹ꎬ 军事医学研究院)

１９. 经颅磁刺激对微波辐射致大鼠脑损伤调控的组织结构基础研究 (赵海霞ꎬ 军事医学

研究院)

２０. 基于深度学习的激光损伤皮肤 ＯＣＴ 影像自动分割技术 (武京源ꎬ 军事医学研究院)

注: 每个报告 １５ 分钟ꎬ 含提问

１６:２５－１６:４０ 评选优秀报告

５００



第 ３ 分会场: 第十七届全国金相与显微分析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二届全国材料

科学与图像科技学术会议

会 场 主 题: 材料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

主　 　 　 席: 秦高梧

组 织 单 位: 中国体视学学会金相与显微分析分会、 中国体视学学会材料科学分会、 北京科技大学、

东北大学

联 系 人: 蒋　 敏 (东北大学ꎻ 电话: １３８８９８５４３１７ꎻ 邮箱: ｊｉａｎｇｍ＠ ｓｍｍ ｎｅｕ ｅｄｕ ｃｎ)

王　 浩 (北京科技大学ꎻ 电话: １３８１１８９２９５１ꎻ 邮箱: ｈｗａｎｇ＠ ｕｓｔｂ ｅｄｕ ｃｎ)

寇　 丹 (东北大学ꎻ 电话: １３５５５７０７５０８ꎻ 邮箱: ｋｏｕｄａｎ＠ ｍａｉｌ ｎｅｕ ｅｄｕ ｃｎ)

腾讯会议号: ９７０－９９６－５７１

日　 程

０８:３０－１０:２０

０８:３０－０８:５０

０８:５０－０９:１０

０９:１０－０９:３０

０９:３０－０９:５０

０９:５０－１０:１０

主持人: 叶飞ꎬ 南方科技大学

１.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多层次模块化实验教学体系的深化设计 (叶飞ꎬ 南方科技大学)

２. 基于余氏理论的 ＴＣ４ 钛合金组织模拟及抗拉强度计算研究 (林成ꎬ 辽宁石油化工

大学) 　

３. 基于深度学习的金属晶粒度测量方法 (于涵ꎬ 沈阳铸造研究所)

４. 镍基单晶高温合金 ＦＩＢ－ＳＥＭ 三维重构及表征 (李岩ꎬ 哈尔滨工程大学)

５. 人工智能在材料显微图像分析中的研究与应用 (马博渊ꎬ 北京科技大学)

注: 每个报告 ２０ 分钟ꎬ 含提问

１０:１０－１０:２０ 普瑞赛斯公司报告

１０:２０－１０:３０ 休息

１０:３０－１１:５０

１０:３０－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１１:１０

１１:１０－１１:３０

１１:３０－１１:５０

主持人: 王浩ꎬ 北京科技大学

６. 超粗晶硬质合金的疲劳失效机理及高耐疲劳性合金设计 (刘雪梅ꎬ 北京工业大学)

７. 城轨列车制动盘 ＳｉＣｐ / Ａ３５６ 复合材料热疲劳裂纹扩展机理研究 (臧家俊ꎬ 北京交通

大学)

８. 激光增材制造超低温高熵合金 (徐震霖ꎬ 安徽工业大学)

９. 不同加载方式下硬质合金应力状态和应变响应的有限元模拟研究 (吕皓ꎬ 北京工业

大学)

注: 每个报告 ２０ 分钟ꎬ 含提问

１１:５０－１４:００ 午休

６００



１４:００－１６:３０

１４:００－１４:２０

１４:２０－１４:４０

１４:４０－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１５:２０

１５:２０－１５:３０

１５:３０－１５:５０

１５:５０－１６:１０

１６:１０－１６:３０

主持人: 蒋敏ꎬ 东北大学

１０. 多功能扫描探针成像技术在低维材料力学和电学性质研究中的应用 (张光洁ꎬ 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

１１. 基于 ＥＢＳＤ 数据的高温母相重构及应用 (顾新福ꎬ 北京科技大学)

１２. 石墨烯改性铜钨电触头材料开发及应用 (丁一ꎬ 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３. 材料数据库构建及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料相关规律的知识发现 (薛维华ꎬ 辽宁工

程技术大学)

欧波同公司报告

１４. 钢铁材料微观组织人工智能分析研究 (张佳宁ꎬ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基于 Ｘ 射线探伤图像的焊接缺陷人工智能鉴别 (郑皓元ꎬ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１６. ＴＴＴ 曲线、 ＣＣＴ 曲线和淬透性曲线的机器学习预测研究 (王浩ꎬ 北京科技大学)

注: 每个报告 ２０ 分钟ꎬ 含提问

１６:３０－１６:４０ 评选优秀报告

７００



第 ４ 分会场: ２０２２ 年全国射线数字成像与 ＣＴ 新技术研讨会

会 场 主 题: 射线数字成像与 ＣＴ 技术理论研究与应用

主　 　 　 席: 张　 丽、 曾　 理、 魏存峰、 杨　 民

组 织 单 位: 中国体视学学会 ＣＴ 理论与应用分会

联 系 人: 李孟飞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ꎻ 电话: １５２０１１３５１０５ꎻ 邮箱: ｌｉｍｆ＠ ｎｉｍ ａｃ ｃｎ)

腾讯会议号: ８１３－５０１－３３９

日　 程

０８:５０－０９:００

０９:００－１１:００

开幕式 主持人: 李兴东ꎬ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学术交流　 主持人: 张丽ꎬ 清华大学

０９:００－０９:３０

０９:３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３０

１０:３０－１０:４５

１０:４５－１１:００

１.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及其硬 Ｘ 射线成像线站的进展 (黎刚ꎬ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２. 工业 ＣＴ 团体标准制定进展汇报 (彭亚辉ꎬ 北京交通大学)

３. 受限制的 ＣＴ 图像重建研究 (曾理ꎬ 重庆大学)

４. ＣＴ 与 ＣＬ 多尺度融合重建 (贾统ꎬ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５. 基于泛化深度迭代网络的稀疏角度 ＣＴ 重建 (苏婷ꎬ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１１:００－１２:３０ 主持人: 曾理ꎬ 重庆大学

１１:００－１１:１５

１１:１５－１１:３０

１１:３０－１１:４５

１１:４５－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１２:１５

１２:１５－１２:３０

１２:３０－１２:４５

６. 基于比例通道表达的能谱 ＣＴ 多物质分解 (石勇义ꎬ 西安交通大学)

７. 一种基于高斯近似的能谱 ＣＴ 重建算法 (王迎美ꎬ 山东理工大学)

８. 基于局部加权线性回归查找表的双能谱 ＣＴ 迭代重建方法 (张伟斌ꎬ 首都师范大学)

９. 基于端到端卷积神经网络的双能 ＣＢＣＴ 多物质定量成像 (朱炯滔ꎬ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

１０. 一种双层平板探测器 Ｘ 射线及 ＣＴ 成像性能评估 (周浩ꎬ 清华大学)

１１. 基于深度学习的 ＣＴ 环形伪影校正 (刘跃东ꎬ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１２. １０ Ｌｐ / ｍｍ 空间分辨率高能工业 ＣＴ (李敬ꎬ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应用电子学研究所)

１２:４５－１４:００ 午休

８００



１４:００－１５:３０ 主持人: 魏存峰ꎬ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１４:００－１４:１５

１４:１５－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１４:４５

１４:４５－１５:００

１３. 非负约束对相位衬度 ＣＴ 成像的影响 (冀东江ꎬ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１４. 基于衬度的 Ｘ 射线光栅成像自适应通量优化 (吴承鹏ꎬ 清华大学)

１５. 双能 ＣＴ 与差分相位衬度 ＣＴ 定量成像方法比较 (张欣ꎬ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

１６. 一种 Ｘ 射线 ＣＴ 硬化－散射伪影校正算法 (夏迪梦ꎬ 首都师范大学)

１５:００－１５:１５

１５:１０－１５:３０

１７. Ａｎ ｉｍａｇｅ ｓｅｌｆ－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ＰＣＢ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ｖｉａ ｓｔｕｂ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ｌａｍｉ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ｍａｇｉｎｇ (施柳ꎬ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１８. Ｃｏｍｐｔｏｎ－ｂａｓｅｄ ｍｕｌｔｉ－ｅｎｅｒｇｙ ｇａｍｍａ－ｒａｙ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ｒａｐｉ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ｆｏｒ ３Ｄ－ｐｒｉｔｉｎｇ ｍｏｕｓｅ

ｐｈａｎｔｏｍ (姚志阳ꎬ 清华大学)

１５:３０－１７:００ 主持人: 杨民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１５:３０－１５:４５

１５:４５－１６:００

１６:００－１６:１５

１６:１５－１６:３０

１６:３０－１６:４５

１６:４５－１７:００

１９. 激光微焦点 Ｘ 射线源技术研究 (赵宗清ꎬ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２０. ＣＮＴ ｍｉｃｒｏ－ｆｏｃｕｓ Ｘ－ｒａ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ｉｔｕ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董长昆ꎬ 温州大学)

２１. 微焦点 Ｘ 射线 ＣＴ 在高密夹杂和孔隙分析的应用 (董海江ꎬ 国合通用测试评价认证

股份公司)

２２. 静态 ＣＴꎬ 向自主可控创新出发 (张朝棋ꎬ 北京纳米维景科技有限公司)

２３. 万睿视 ＨＰＥ－２２５－５４ 新型工业 Ｘ 射线管在成像领域的应用 (王东ꎬ 万睿视影像设

备 [中国] 有限公司)

２４. 一种新型的微小焦点 Ｘ 射线源及其应用 (马铭ꎬ 康姆艾德机械设备 [上海] 有限

公司)

１７:００－１７:１５ 评选优秀报告

９００



第 ５ 分会场: 第一届全国智能成像技术学术会议

会 场 主 题: 智能成像

主　 　 　 席: 牟轩沁

组 织 单 位: 中国体视学学会智能成像分会

联 系 人: 汤少杰 (西安邮电大学ꎻ 电话: １８１９２１３８８３９ꎻ 邮箱: ｔａｎｇｓｈａｏｊｉｅ＠ ｘｕｐｔ ｅｄｕ ｃｎ)

乔志伟 (山西大学ꎻ 电话: １３７５３４９９４７１ꎻ 邮箱: ｚｑｉａｏ＠ ｓｘｕ ｅｄｕ ｃｎ)

腾讯会议号: ６０２－９７７－２９０

日　 程

第 １板块 主持人: 桂志国ꎬ 中北大学

０８:２５－０８:３０

０８:３０－０９:１０

０９:２０－１０:００

会议欢迎词 (牟轩沁ꎬ 西安交通大学)

１. 全数字 ＰＥＴ－源头、 现状与未来 (谢庆国ꎬ 华中科技大学)

２. 智能快速动态磁共振成像 (梁栋ꎬ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１０:００－１０:２０ 企业产品介绍(梁军ꎬ纳米维景)

第 ２板块 主持人: 肖鹏ꎬ 华中科技大学

１０:２０－１１:００

１１:１０－１１:５０

３. 动态双能区能谱 ＣＴ 成像 (李亮ꎬ 清华大学)

４. 融入知识的医学图像分割数学建模 (李纯明ꎬ 电子科技大学)

１１:５０－１４:００ 休息

第 ３板块 主持人:朱磊ꎬ中国科技大学

１４:００－１４:４０

１４:５０－１５:３０

５. 基于先验知识的 ＣＴ 重建 (赵俊ꎬ 上海交通大学)

６. 低剂量 ＣＴ 智能成像 (马建华ꎬ 南方医科大学)

１５:３０－１５:５０ 休息

第 ４板块 主持人: 陈阳ꎬ 东南大学

１５:５０－１６:３０

１６:４０－１７:２０

７. 双域联合学习的能谱 ＣＴ 重建算法 (赵星ꎬ 首都师范大学)

８. 人工智能在肿瘤放疗中的应用 (叶香华ꎬ 浙大一院放疗科)

１７:２０－１７:２５ 会议总结 (汤少杰ꎬ 西安邮电大学)

０１０



第 ６ 分会场: 青年学术论坛

主　 　 　 席: 李　 亮

组 织 单 位: 中国体视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联 系 人: 赵云松 (首都师范大学ꎻ 电话: １３８１１１９９７９２ꎻ 邮箱: ｚｈａｏ＿ｙｕｎｓｏｎｇ＠ ｃｎｕ ｅｄｕ ｃｎ)

腾讯会议号: ６６９－１４０－６０１

日　 程

０８:３０－１０:１０ 主持人: 张意ꎬ 四川大学

０８:３０－０８:５０

０８:５０－０９:１０

０９:１０－０９:３０

０９:３０－０９:５０

０９:５０－１０:１０

１. ＮＥＴＮ: Ｎｏｉｓｅ ｅｎｃｏｄ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ｌｏｗ－ｄｏｓｅ ＣＴ ｉｍａｇ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李铭ꎬ 苏

州医工所)

２. 基于深度学习的铁道车辆铸件 Ｘ 射线 ＤＲ 图像缺陷检测算法研究 (冯鹏ꎬ 重庆大学)

３. ＢＰ－Ｎｅｔ: Ｂａｃｋ－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ＯＦ ＰＥＴ ｌｉｓｔｍｏｄ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吕

莉ꎬ 上海交通大学)

４. 基于反投影域变换和神经网络的低剂量断层重建算法 (张其阳ꎬ 深圳先进技术研

究院) 　

５. Ｄｅｅｐ ｌｅａ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ｌｏｗ－ｄｏｓｅ ＣＴ ｉｍａｇ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 ｐｒｉ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黄振兴ꎬ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注: 每个报告 ２０ 分钟ꎬ 含提问

１０:１０－１０:３０ 休息

１０:３０－１１:５０ 主持人: 高河伟ꎬ 清华大学

１０:３０－１０:５０

１０:５０－１１:１０

１１:１０－１１:３０

１１:３０－１１:５０

６. ＩＤＯＬ－Ｎｅｔ :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ｕａｌ－ｄｏｍａｉ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ＣＴ ｍｅｔａｌ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Ｔａｏꎬ 四川大学)

７. 基于局部自适应阈值的红外遥感图像弱小目标检测 (刘畅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８. Ｄｕａｌ－ｓｃａｌ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ｌ ＣＴ ｉｍａｇｅ ｓｕｐｅｒ－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仲心怡ꎬ 解放军信息

工程大学)

９. Ｕ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ＰＥ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Ｄｅｅｐ 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ＨＥＮ Ｃｈｅ￣

ｎｙｕꎬ 四川大学)

注: 每个报告 ２０ 分钟ꎬ 含提问

１１:５０－１４:００ 午休

１１０



１４:００－１５:００ 主持人: 胡战利ꎬ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１４:００－１４:２０

１４:２０－１４:４０

１４:４０－１５:００

１０. 废物桶 ＴＧＳ 定量成像检测技术研究 (王雨阳ꎬ 清华大学)

１１. 针对低能 Ｘ 射线荧光成像的康普顿相机系统 (武传鹏ꎬ 清华大学)

１２. 一种改进型千伏切换锥束 ＣＴ 能谱成像 (周浩ꎬ 清华大学)

注: 每个报告 ２０ 分钟ꎬ 含提问

１５:００－１５:１０ 评选优秀报告

２１０



三、 大会报告摘要

载人空间站火箭运输系统

范瑞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

摘　 要: 报告回顾了世界空间站的发展历史及与之配套的运载火箭的应用情况ꎬ 介绍了中国空间

站的发展历程和现状ꎬ 重点阐述了中国空间站建设中几型运载火箭的研制情况ꎮ 报告最后对我国

空间站运输系统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ꎮ

　 　 范瑞祥ꎬ 中国科学院院士ꎬ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

院长征七号甲运载火箭总设计师ꎬ 运载火箭领域首席总师ꎬ 长期从事

运载火箭总体技术研究ꎬ 在该领域取得多项创新成果ꎬ 获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２ 项ꎮ 主持研制成功我国新一代两级火箭长征七号和三级火

箭长征七号甲ꎬ 使我国中型火箭跨入世界先进行列ꎮ 这两型火箭实现

了我国新一代中型火箭系列化和推进剂绿色环保ꎬ 已成为空间站建设

等国家重大工程的主力运载火箭ꎮ

３１０



辨证地看人工智能

孙茂松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摘　 要: 本报告首先扼要评述了人工智能的主要发展历程和基本现状ꎬ 指出当前正是人工智能收

获的金秋ꎬ 接着通过若干典型案例ꎬ 阐发应抓紧着力推进人工智能与其他学科或其他应用场景的

深度融合ꎻ 继而讨论了关于人工智能方法的某些 “冷” 思考ꎬ 尤其是当前这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所

面临的深刻局限性ꎻ 最后围绕近几年国际人工智能领域学界和业界激烈竞争的学科前沿及技术前

沿的双重制高点———语言大模型ꎬ 强调了其主要特点及作为智能信息处理 “软” 基础设施的重要

地位ꎬ 阐释了其对诸多应用领域 (尤其是多模态领域) 带来某种变革的现实可能性ꎮ

孙茂松ꎬ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 (曾任该系系主任)、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ꎬ 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中国人

工智能学会会士、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会士ꎮ 长期从事自然语言处理、

人工智能、 计算社会人文及计算教育学研究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

计划 (９７３ 计划) 项目首席科学家ꎬ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

专家ꎮ 带领清华大学研发团队研制了我国第一个大规模中文在线开放

课程平台 “学堂在线”ꎬ 已发展成世界第二大慕课平台ꎬ 学习者遍布

全球ꎬ 累计注册超过 １ 亿人ꎮ 领衔研制出 “九歌” 人工智能中国古典

诗歌写作系统ꎬ 已为用户写诗约 ３０００ 万首ꎮ 主要学术兼职包括: 清华

大学大规模在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ꎬ 清华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下一

代搜索技术联合研究中心联席主任ꎬ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第三届科研规划领导小组顾问ꎬ 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 八届计算机学科评议组成员ꎬ 教育部教学信息化与教学方法创新指导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ꎬ 互联网教育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副主任ꎬ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第六、 七

届副理事长ꎬ 国内核心期刊 «中文信息学报» 主编ꎬ «数字人文» 共同主编等ꎮ ２０１６ 年获 “全国

优秀科技工作者”ꎮ

４１０



我国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研究进展

侯利华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摘　 要: 目前已有多种技术路线新冠疫苗获批使用ꎬ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新冠病

毒的不断变异ꎬ 疫苗接种后随着时间延长免疫水平下降ꎬ 都使得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成为必需ꎮ 相

对于同源加强免疫ꎬ 不同疫苗之间的序贯加强免疫显示出了更好的免疫效力ꎮ 除肌肉注射疫苗之

外ꎬ 吸入用新冠疫苗已获批紧急使用ꎬ 成为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更优选择ꎮ

侯利华ꎬ 研究员ꎬ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疫苗

与抗体工程研究室主任ꎬ 博士生导师ꎬ 军队高层次科技创新学科拔尖人

才ꎬ 主要从事新型疫苗及其免疫机制研究ꎬ 是我国批准上市的腺病毒载

体新冠疫苗的主要研究人员ꎮ 近年来承担国家和军队课题多项ꎬ 获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 １ 项、 国家新药证书 １ 项、 军队特需药品批件 １ 项ꎬ 以

第一或者通讯作者发表 ＳＣＩ 研究论文 ３０ 余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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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动物活体能谱显微 ＣＴ 技术

魏存峰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摘　 要: 基于光子计数探测器的能谱 ＣＴ 能量分辨力高ꎬ 不仅具有低噪声、 高对比度、 少硬化伪

影等优点ꎬ 而且可以进行物质鉴别和成分分析ꎮ 能谱 ＣＴ 成像系统、 关键部件以及相关算法的研

究已经成为 ＣＴ 成像领域的研究热点ꎮ 目前生物医学领域应用广泛的显微 ＣＴ 系统存在活体成像空

间分辨率低、 图像对比度有限、 仅能提供结构信息而缺少功能成像功能等问题ꎮ 针对这些问题ꎬ

本课题组成功研制出世界上首台小动物活体能谱显微 ＣＴ 系统ꎮ 该系统通过在硬件集成和重建算

法上的创新突破ꎬ 不仅可以实现高分辨的小动物活体成像ꎬ 而且基于光子计数探测器所获得的多

能数据可以实现物质成分分析ꎬ 获得高对比度成像结果ꎮ 本报告将从系统组成、 关键技术以及所

取得应用成果等几个方面对该系统做一介绍ꎮ

魏存峰ꎬ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ꎬ 核技术应用研

究中心主任ꎮ 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岗位教师ꎮ 中国科学

院创新交叉团队负责人、 中国科学院 “青年创新促进会” 会员ꎮ

主要从事 Ｘ 射线 ＣＴ 成像技术研究和科学仪器装备研制工作ꎮ

先后完成了基金委、 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多项仪器研制项目ꎬ

带领团队研制了 “化石专用 ＣＴ”、 “高精度显微 ＣＴ”、 板状化石

显微 ＣＴ (ＣＬ)、 小动物活体能谱显微 ＣＴ、 大口径医用螺旋 ＣＴ、

乳腺专用能谱 ＣＴ 等多套 Ｘ 射线成像系统ꎮ 在 Ｘ 射线探测器方

面ꎬ 先后研制了 Ｘ 射线线阵列探测器和 ＣＣＤ 型高分辨 Ｘ 射线探

测器ꎬ 相关技术已经实现了成果转移转化ꎮ 发表学术论文 ３６ 篇ꎬ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３１ 项ꎬ 已授

权 ２０ 余项ꎮ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三次分别获得北京科技进步三等奖、 一等奖和二等奖ꎬ 并获得中

国科学院北京分院成果转化奖一等奖ꎮ

目前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项目一项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一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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