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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顶级医院携手联影医疗组建乳腺“新月联盟”，产医协同关爱女
性健康
2020年10月27日

作者：陶婷婷

  近日，由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共同牵头，携手东南大学附
属中大医院、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四川省肿瘤医院、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发起的乳腺联

盟——“新月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联盟旨在汇聚国内乳腺影像领域顶尖专家，助力乳腺专业影像
诊断人才培养，聚焦乳腺影像技术最新进展，提升公众对于乳腺癌的筛查意识。

  乳腺疾病是困扰女性的高发性疾病，据相关数据显示，在中国，女性乳腺增生发病率超80%，
乳腺癌每年新发病例约30万人。“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降低乳腺癌死亡率的有效途径，然而
乳腺癌的筛查一直未能得到全社会足够重视。一是因为我国医疗资源分布相对不均，乳腺X线检查作
为乳腺癌检查的首选方式，乳腺X线影像设备始终未能普及；同时，相比设备的缺乏，乳腺专业诊断
医生的缺乏则更为严峻。据了解，一名年轻放射诊断医师培养时间周期为5至10年，当前中国专业从
事乳腺X线影像诊断的医生仅千余人，其中堪称资深的高年资医生更是不到百人，而不同年资的医师
阅片诊断结果差异可达30%。基层医院相关专业人才更是短缺。

  为此，新月联盟希望通过构建一个上下联动的乳腺专科协同平台，以五大龙头医院为核心，由
全国顶级医院专家引领和帮扶，推动各级医院的紧密协作与互动，以及产业界与医学界的深度跨界

协同，助力省市县各级医院乳腺疾病诊断能力的提升、创新技术的推广、国产高端应用设备的应用

示范以及公众健康意识的提升。

  在临床诊断领域，新月联盟将成立专项资金，定期举办专业培训，把培训交流做到地方、基层
去，助力人才培养与诊断能力提升；对创新技术展开定期交流，通过远程诊断、会诊、质控进行远

程协同。

  在科学研究领域，新月联盟将开展覆盖一带一路的多中心合作项目，由龙头医院牵头，针对特
定临床课题展开多中心联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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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公益领域，新月联盟将切实践行社会责任，共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面向公众的科普宣
传、义诊项目，提升社会公众对于乳腺癌的认知。此外，作为首个国产乳腺机用户联盟，联盟成员

还将以国产高端医疗设备的应用和推广为己任，共建国产高端医疗设备应用示范窗口、示范联盟；

共同进行创新孵化与产业转化，共同为民族医疗产业的自主可控贡献力量。

产医聚力，让爱发声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诊断科主任顾雅佳教授发言

  启动当天，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诊断科主任顾雅佳教授表示：“由于地区间医疗水平和公
众健康意识的差异，乳腺癌的诊疗困难重重，因此行业亟需一个联盟，将顶层医院的规范化培训和

质控，一级级地传递给基层，把最好的医疗技术分享给每一位医生，提升行业整体水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放射科主任袁慧书教授谈到：“我们非常荣幸作为联影乳腺机首批用户参与
「新月联盟」的建立。我们医院是联影MR、CT、DR的早期用户，在设备使用过程中体验非常好，
所以在购置乳腺机时，我们特别关注了联影乳腺机。而联影乳腺机也没有辜负我们的期待，给我们

带来了很大的惊喜。祝愿「新月联盟」能够从新生走向圆满，让广大医生受益，让中国女性受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岳松伟教授表示：“借助更优质的乳腺专家和技术资源，联
盟必定能够更好地助力国家两癌筛查，更好地守护全国女性的健康！”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医学影像中心主任彭卫军教授说：“联影在几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奇
迹！联影乳腺机的研发虽然起步晚，但起点很高，一出生就能够与国际高端乳腺机媲美。不仅如

此，联影还将服务做得很扎实，为用户打造了新月联盟这样全方位交流的行业平台。我相信借助这



个平台，能够真正把乳腺影像规范化培训做好，培育出更多具有高诊断水平的乳腺医生，造福广大

女性！”

联影集团董事长薛敏在大会上致辞

  作为联盟的企业代表，联影集团董事长薛敏表示：“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与各大顶级医院联合牵头
成立新月联盟。联影将基于我们全线产品自主研发的创新实力、覆盖全球数千家医疗机构的用户基

础和创新协同网络，为联盟输送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与此同时，我们还特别为新月联盟成立了专

项资金，全力支持联盟的各项活动和长远发展，推动乳腺领域医技水平的整体提升，真正让广大女

性同胞获得医学技术创新带来的关爱！”



联影医疗高级副总裁、品牌与市场战略中心首席执行官俞晔珩发言

  联影医疗高级副总裁、品牌与市场战略中心首席执行官俞晔珩表示：“我们将通过整合集团旗下
的产品、AI、互联网、芯片等技术，以及联影研究院的全球创新资源，持续推出更具革命性的产品
和技术，推动乳腺疾病早期诊断、治疗及科研的整体水平提升。我们相信，在龙头医院的带领下，

全国各级用户的积极参与推动下，新月联盟一定可以践行好我们共同的社会责任，让更多的人从中

受益！”

技术升维，探索乳腺迷雾真相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射诊断科主任顾雅佳教授指出，DBT技术可以从不同角度获得乳腺影
像，将其重建为一系列高分辨率的断层影像。相较于传统的二维乳腺摄影技术，重建后的三维断层

影像减少或消除了组织重叠和结构噪声的影响，在乳腺病变的检出、肿块边缘的显示和BIRADS分类
的判定等方面都更具有优势，有效提高诊断和筛查的精确性。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乳腺病诊治中心主任刘万花介绍了基于X射线的乳腺术前定位方式：二维
定位与三维定位。相较于超声引导下的穿刺定位，X射线对于钙化更为敏感，能够更为精准地定位早
期以钙化为表现的病灶。此外，相较于二维定位的手动操作，三维定位可以通过正负15°的两张摄
影，自动计算出病灶的深度信息，提供更精准的定位，助力精准诊疗。

  四川省肿瘤医院影像诊断部副主任周鹏教授介绍：“在使用联影三维断层乳腺机的过程中，发现
辐射明显降低，在提供满足临床筛查诊断需求的图像质量的同时，至少比同等产品降低了30%的辐
射剂量。更低剂量的影像设备，能够明显缓解甚至消除大众对辐射的担忧，对于推广乳腺癌筛查至

关重要！”



  联影医疗X射线事业部首席执行官向军介绍，联影医疗秉承关爱女性健康的初心，解决了学术界
和工业界长久以来关于剂量和图像质量“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争议话题——不仅将三维断层扫描设
备的X射线辐射剂量降低至比主流二维成像设备辐射还低的量级，同时还将图像空间分辨率推向了大
于10Lp/mm的极限！未来，联影将继续利用创新能力和平台的协作优势，精进乳腺筛查技术，为行
业提供更好的设备支撑！

  联影智能研发副总裁郑介志介绍，随着AI技术的发展，在乳腺图像相关的工作上，如拍片质
控、辅助诊断、分诊、风险评估等应用有了全新可能。AI不可能取代医生, 但是AI+医生的结合，将
对病灶检测与诊断等乳腺图像相关工作起到更准确的效果。基于联影的国内首台三维断层乳腺机、

覆盖广泛的互联互通软件技术、多元化的AI产品(质控、病灶筛查、随访), 以及积累多年的乳腺图像
分析的科研能力基础，联影智能将助力「新月联盟」，进行多中心AI科研合作，探索各种乳腺AI应
用, 为呵护女性健康而努力。

星火燎原，辐射更广泛人群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主任李爱银表示：“我们医院在一个月前引进了联影乳腺
机，图像质量非常好！在联影设备隔壁是一台进口顶级的乳腺机，二者在图像上完全没有区别。在

使用过程中，我们技师也非常喜欢使用联影的设备，因为中文操作界面非常友好，可以让操作流程

更加简化和规范，极大提升了工作效率。更为惊喜的是，通过新月联盟，我们能够与顶级医院的权

威专家进行近距离的交流，这将极大提升我们科室的整体水平！”

  江西省萍乡市妇幼保健院放射科主任周晟介绍：“身处革命老区的偏远地区，我们当地的健康意
识还很薄弱，科室设备落后，诊断水平不高。在引进联影高端乳腺机后，我们发现，过去云雾缭绕

的影像变得清晰可辨了。我们科室发起了一次志愿者招募，结果在70人的志愿者筛查中发现2位良性
肿瘤患者，1位恶性肿瘤患者，3人当即住院进行治疗，这台设备初来乍到就对科室价值带来极大提
升。此外，在我们亟缺的诊断水平提升上，新月联盟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能够得以

向大三甲医院的专家近距离学习，将诊断进一步规范化，让我们基层医院的诊断水平得到患者的信

任。”

  作为基层医院的代表，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放射科主任苏杨对于联盟的成立尤为兴奋。据她介
绍，作为中医系统的放射科，过往由于设备缺乏和诊断整体水平欠缺，科室一直未能得到重视。联

影三维断层乳腺机的到来，不仅为医生诊断提供了高清的影像，提升了科室诊断水平，科室也因此

开始承担国家级两癌筛查这样更重大的项目，更好地服务当地更多的女性。她还说：“希望通过新月
联盟这个平台，能够获得从技术操作、诊断到科研上的全面帮助和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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