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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虚拟生理人体研究 共促医工学科对话
助力解决未来医学重大问题

吴朝晖

浙江大学,杭州310058

纵观人类发展史,我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与

生命的进程中不断实现新的突破。探究人体自身的奥

秘,解密人体疾病的产生与演化,进而对人体疾病进行

精准治疗,是关系人类生命与健康的重大医学问题。
重大的医学问题突破,当前信息技术起着重要

的推动作用。从技术迭代看,医学问题的解决有赖

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

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借助智能计算与虚拟仿真

系统,为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了全新的手段与方

法。从创新范式看,医学问题的解决正日益依赖于信

息科学、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等多学科的融合,特别

是实验观察、数学模型、计算机仿真模拟、大数据等研

究方法的深度结合,通过数据与仿真驱动的新范式,
大大缩短了创新的周期、降低了创新的实验代价。

可以说,虚拟生理人体研究正是技术迭代与创

新范式转型的结果,将成为解决未来医学重大问题

的新方式。基于虚拟生理人体的仿真和建模将带来

变革性、颠覆性的创新,成为未来个性化医疗保健的

重要基础。例如,在疾病发生机制与发展规律、临床

技术培训、手术方案、药物研发等研究中都将起着关

键的支撑作用。
面对人体生理系统的复杂性、人类认知能力的

局限性、模型建立的学科综合交叉性,目前的虚拟生

理人体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深入研究融合人

体各组成单元的几何结构与物理特征,以及从分子、
细胞、组织、到器官的跨尺度结构的生化生理功能与

规律,构建可再现人体功能的交互式计算模型。

吴朝晖 浙 江 大 学 教 授、博 士 生 导 师,中

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浙江大学校长、党委

副书记,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候补委 员。主 要 从 事 计 算 机 领 域 研 究。
提出了复杂服务计算理论模型与方法,主

持研制了复杂服务计算支撑平台;提出了

混合智能体系结构及 脑 在 回 路 的 信 息 处

理模型;发明了多种脑机间智能交互、融合增强的技术方法;
主持构建了听视觉增强的大鼠机器人等原型系统。作为第

一完成人,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何梁何利科技创新奖等奖项。

虚拟生理人体的重要研究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一是微观尺度人体构成单元的生理信息数据挖掘、
机制研究与建模呈现;二是人体器官多维度多模态

大数据协同分析与知识图谱构建;三是人体器官组

织结构的几何物理生理建模与可交互呈现;四是人

体器官病理与药理作用机制的智能演化仿真;五是

虚拟人体生理系统的有机集成、验证评价与医学应

用等等。此外,构建我国特有的“虚拟生理人体”数
据平台,或将对我国虚拟生理人体的建模、仿真与评

价等方面起着重要支撑作用。
虚拟生理人体作为新兴的多学科交叉方向,围

绕其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应用支撑平台等问题加

强相关科研人员的深入交流,将有助于推动我国虚

拟生理人体研究的发展方略、重点方向等方面形成

广泛共识,加快虚拟生理人体的技术自主创新及相

关设备的研发,从而为服务科技强国、健康中国贡献

学界力量。期待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们加入此研究行

列,共同携手开创虚拟生理人体的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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