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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磨一剑，上海十院发布VTE防治管智能一体化模式
2020年07月14日 版面：A3

作者：陶婷婷

在位列全球前三位的致死性心血管疾病中，心肌梗死、脑卒中都广为人知，但是静脉血栓栓

塞症（VTE）就像一位“隐形杀手”，起病隐匿、发生快速、致死风险高。据统计，60%的VTE病
例都与住院相关，是构成医疗质量和安全的潜在重大隐患。

2020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沪召开之际，作为全国VTE防治中心“优秀单位”，上海市第十
人民医院正式发布“基于AI的静脉血栓栓塞症（VTE）防、治、管一体化系统”，向全社会分享
VTE防治的十院经验。

潜伏在医院中的“隐形杀手”  VTE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地形成斑块，最常见于下肢的深
静脉内，被称为深静脉血栓。

血栓的形成一般无症状，偶尔有疼痛和下肢水肿。一旦血栓脱落，它会进入血液循环，可能

导致血管完全或不完全阻塞。如果血栓循环至肺动脉造成堵塞，会引起严重的心肺问题，形成致

命性的肺栓塞。

统计数据显示，术后VTE的发生率非常高，接受全膝置换、髋关节骨折手术、全髋置换的住
院病人是血栓形成的高风险人群。因为骨科患者肢体制动容易导致静脉瘀滞、手术操作中破坏血

管壁、大面积组织损伤造成凝血系统改变，更容易发生VTE。

据统计，高达60%的VTE病例发生在住院期间或出院后。因此，开展VTE防治是确保医疗质量
安全，预防住院期间死亡的重要乃至首要任务。

人工智能助力VTE体系建设  2018年，国家卫健委正式批准进行“全国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形
成防治能力建设项目”，作为优秀项目成员单位之一，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结合自身特点，总结

出了一套十院VTE防治管智能一体化模式。

据李济宇副院长介绍，十院VTE模式并非一蹴而就，尤其是2018年与医疗人工智能企业森亿
智能的深度合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医院依据各学科特点和服务能力，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查

找VTE的“高危因素”、早期诊治方法，提高医院的整体VTE防治水平，从而有效降低了医院内
VTE的发生率、致残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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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骨科为例，在医务、临床、信息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十院的VTE智能化预测及辅助
诊疗系统历经三代版本迭代，终于在2019年6月28日在骨四病区试运行，并于10月21日在全院正
式运行，且取得了阶段性成果。AI系统评估可以自动识别年龄、体重指数、化验指标条目，通过
自然语言抓取的病历信息，避免了护理人员的重复劳动，从而节约了时间。

骨科护士长田梅梅介绍说，曾经有一位55岁的女病人，因半月板损伤入院，AI系统评估为3
分，人工评分为2分。对比发现，AI系统评估中自动识别了该患者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但患者一再否认患有此病。进一步系统追溯发现，该患者1年前曾经以“COPD”
被收治于呼吸科，从而规避了人工评估的信息盲点，有利于促进血栓评估的准确性。

和过去人工风险评估相比，医院的VTE风险评估比例提升了83%，风险评估时间缩减87%，系
统每周平均可为全体医护人员节省600小时工作时间。

VTE防治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当前，各大医院不同科室的医务人员对VTE认识参差不齐，对于
血栓性疾病的防治观念与水平存在着很大差异，血栓患者不能得到及时和规范化诊治的情况时有

发生。因此，提高全院医务人员的防控意识尤为重要。

院长秦环龙认为，十院VTE防治体系建设不仅仅是引入智能系统，更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
套系统化模式。

据悉，医院依据各学科诊疗规范和指南、疾病特点、服务能力、技术水平等情况，统筹院内

资源，让各临床学科达成共识，提高院内VTE防治的综合实力。此外，十院还建立了各临床学科
间有效的沟通与信息反馈机制，形成工作团队，相互协作，各负其责。

现场专家表示，上海十院的探索与创新，有望影响带动上海市乃至其他省份的VTE防控建
设，具有极强的表率作用。希望十院能够发挥联盟成员中标杆带头作用，并将经验传递给上海乃

至全国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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