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2018 年工作小结 

 

在 2018 年中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在上海市科协、市社团

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专委会和全体会员的支持下，积极发挥生物

医学工程学科的优势，搭建国内外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同行的交流

平台，不断扩大本学会的学术影响力，携手促进我国生物医学工

程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同时，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新时代新使

命新征程的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的方向定位，

围绕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坚持“凝

聚科技社团、凝聚科技工作者、凝聚科协干部群众”的工作理念，

聚焦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上海重点发展战略，聚焦政府转移

的社会化服务职能，聚焦公民科学素质提升，聚焦建家交友工作，

增强凝聚力、扩大覆盖力、加强传播力、提升创新力、提高服务

力。总结即将过去的一年，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严格候选理事产生，切实做好换届选举工作 

    今年恰逢学会换届年，上半年学会各专委会完成各自专委会

换届选举工作。 

    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于 2014年 12月换届

成立。根据上海市科协和社团局关于印发《科技类社会团体换届

选举指引》的通知(沪科协联〔2014〕6 号)文件要求，学会成立



换届筹备领导小组和换届筹备工作小组。换届筹备领导小组组长

由常务副理事长冯晓源同志担任，副理事长和组织工作委员会主

任为成员；换届筹备工作小组组长由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嘉华同

志担任，副组长由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德明同志担任，组员是

各专委会秘书长和学会秘书组成。 

    为进一步规范今年学会的换届工作、推动各专委会有序开展

换届工作，按照市科协有关对换届工作的要求，2018 年第一次

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制度并通过《关于专委会换届工作的指导

意见》，根据各专委会换届工作开展情况又补充发布《换届工作

的补充意见》，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学会 15 个专业委员会基本完

成无记名投票换届选举工作。 

    按照 2018 年学会常务理事第一次会议，暨换届筹备领导小

组工作会议要求，在 15 个专委会全部完成了换届选举的基础上

在进行学会换届选举。在本次大会上递交的第十届理事会理事候

选人名单都放到各专委会，通过全体会员进行推荐确认，并在学

会网站上予以公示，整个换届选举均按照(沪科协联〔2014〕6

号)文件规定的相关要求进行。 

     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员代表大会于 2018年 10月 13

日在上海神旺大酒店召开。大会应到会员代表 292 人，实际到会

238 人，实际参加大会的会员代表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的三分之

二，符合《学会章程》规定的到会人数，本次代表大会形成的各

项决议有效。 



    代表大会由冯晓源同志主持。上海市科协、市社团局的领导

应邀出席了大会。经与会的会员代表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1.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换届

选举办法》。《选举办法》自 2018 年 10 月 13 日起执行。 

2.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选举产生第十届理事会，由冯晓源、

汪源源、黄嘉华、张强、汪蓉、徐益民、尹琦曼、张鸣伟、黄钢、

白景峰、严壮志、刘宝林、林峰、傅大煦、刘少稳、丁建东、丁

红、严福华、李欣、宋成利、隋龙、周文浩、张天宇、赵俊、喻

洪流、谢叻、潘柏申、李慧武、朱振安、孙皎、廖德宁、王军、

刘士远、王文平、李斌、王伟、王培军、舒先红、宿燕岗、他得

安、邬小玫、姜家琦、王珏、常江、徐小萍、莫秀梅、吴海山、

范之劲、李晓欧、程云章、杨勇勇等 51 人组成。 

3.以同意赵春生、顾柏林、丁光宏、王文平、朱德明、岳 伟、

廖德宁、孙皎、徐学敏 9 人不再担任常务理事。以无记名投票表

决方式，同意增补张鸣伟、黄钢、白景峰、傅大煦、刘少稳、丁

建东、丁红、严福华 8 人担任常务理事，调整后，常务理事会由

冯晓源、汪源源、黄嘉华、张强、汪蓉、徐益民、尹琦曼、张鸣

伟、黄钢、白景峰、严壮志、刘宝林、林峰、傅大煦、刘少稳、

丁建东、丁红、严福华 18 人组成。 

4.以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选举冯晓源担任理事长，选举汪源源、

黄嘉华、张强、汪蓉、徐益民、尹琦曼、张鸣伟、黄钢、白景峰

担任副理事长。 



经理事长提名，同意聘请张鸣伟担任秘书长。 

5.根据章程规定，由理事长冯晓源担任社会团体法定代表人。 

 

 



 



 



 

二、充分发挥各专委会的专业优势，不断提升学术交流水平 

4 月 12 日学会开展主题为“植入器械在磁共振环境下的兼

容性研究及风险评价”的学术论坛，不仅通过国际交流，使参与

者获得很多有关植入器械在磁共振环境下如何解决电磁兼容安

全性的方法等信息，而且通过论坛开创中美在生物医学工程邻域

联合研究，合作申报中国科协研究课题的一个成功案例。下半年

学会举办“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暨首

届青年学术论文优秀奖评选活动” 于 2018 年 10 月 13 日在上海

神旺大酒店召开，会议主要是在 15 个专委会完成了换届选举的



基础上进行学会换届选举工作，并宣布新一届学会理事任职结果。

同时从今年起，学会开展青年学术论文优秀奖评选活动。在本次

大会期间举行青年优秀论文演讲和颁奖仪式。所有获奖论文均可

在学会期刊《生物医学工程学进展》上发表。通过评选活动，进

一步激发青年学者探索科学、追求创新的热情，进一步活跃学会

科学氛围。 

 



 

 

   

    



 



 

 



 

在学会带头营造良好学术氛围下，各专委会发挥专业优势，

结合当前国际科研前沿，主办或协办国际和跨地区相关学术论坛。

通过交流，进一步推进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和医疗器械产、学、

研、医、政的深度融合。 

1、由心脏起膊电生理专委会主办的 2018 上海心律失常论坛，

瑞金医院及论坛的发展历程，创新性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瑞

金医院心律学团队致力于理念革新和技术推广，论坛的成功举办

不仅是成果的展示，更是学术推广的重要途径。上海第三届西中

医联合治疗心律失常高峰论坛暨心动中国“稳心杯”心电选拔赛，

目的是提高基层临床医师的心电识图能力，掌握疾病的诊断及临

床治疗，为各区县临床医师搭建心电领域继续教育平台。 



 

 



 

2、在超声专委会主任委员的引领下，继续秉承创新发展，积

极与上海市医学会超声分会、上海市超声医学工程学会、上海声

学学会超声工程分会、复旦大学超声医学与工程研究所以及上海

市超声质量控制中心等超声及相关专业协会紧密联合，不断加强

与各省市之间超声医学学会的合作与交流，积极发挥交叉学科的

优势，不断扩大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超声专委会的学术影响

力，促进中国超声医学学术交流，搭建全国范围内的超声医学工

程领域同行的交流平台，携手促进我国超声技术和超声临床应用

方面的快速发展，提高超声疑难病例的诊断和治疗水平，推动超

声学科与临床学科交叉融合的进程。 

2018 年 4 月 7 日， 2018 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超声医学

工程分会学术论坛暨第三届超声新技术与微创介入治疗研讨会在

无锡太湖华邑酒店隆重召开。 

2018年上海市超声医学新技术研讨会于 2018年 6月 8-9日在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隆重召开。来自全市各级医院的 500 余名

超声专业人员与专家进行了交流与热烈讨论。除了专题报告与论

文交流外，此次大会还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人机大战”。人工

智能作为一种临床辅助检测手段，能够提高医生的临床诊断准确

率，更大化超声医生的价值，这将是医学 AI 发展的一个大方向。 

2018 年 6 月 30 日，“北斗启航影耀中华”超声造影技术规范

化培训全国巡讲-上海站活动在上海静安昆仑大酒店举办。会议吸

引来全国 300 余位各级医院的超声专家与学者积极参会，会议围

绕超声造影在各种疾病中的应用价值进行探讨，内容丰富精彩，

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与交流。 

 



 

 

3、今年以来，妇产科医学工程专委会按照学会工作部署，

立足于未来发展的定位和目标，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开展各项学

术交流活动。 



2018 年 6 月 23-24 日在上海杨浦区沈阳路 128 号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杨浦院区举行 2018 年国家级现代宫腔镜技

术应用培训班。为全国各地培训妇科内镜医师 200 余名，带动了

华东地区乃至全国的宫腔镜诊疗技术的提升。 

2018 年 9 月 21-23 日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明道楼 1 

楼会议室（上海市徐汇区东安路 131 号）举行 2018 年国家级阴

道镜及 HRA 技术规范化培训（第 22 期）。全面系统讲授阴道镜

临床实践操作规范，邀请国内外该领域权威专家全面系统讲授下

生殖道领域诊疗过程中最关键、最实用的理论和技术。 

4、2018 年 7 月 6-9 日举行的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

业高中生夏令营，由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和上海市生

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医学信息专业委员联合主办。专委会主任、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副院长赵俊教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大学

蒋皆恢副教授等为营员们做专题报告。7 月 7 日下午，营员们来到

企业会员单位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参访，参观了联影公司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展厅，近距离接触这些在国内乃至世界

上享有盛名的医疗设备。 

    5、2018 年 12 月 29 日，生物材料专委会将举办 2018 年第十

八届上海地区医用生物材料学术研讨会积极筹备中，届时将邀请

华东理工大学的刘昌胜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的李亚平研究员等领域知名学者做学术交流。 

 



二、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弘扬宣传科学文化 

1、上海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材料专业委员会“有关医用生

物材料的研究与临床应用”的征文活动积极开展中，并以此筹备

年会论文集制作。 

2、康复工程专委会为了更好地促进专委会委员单位之间的

合作与医工融合，在专委会年度会议之后，安排参观了长海医院

康复医学科。在方凡夫秘书长的引导下，委员代表们参观了医院

文化长廊、康复医学科治疗大厅及辅健门诊等相关科室与中心。

委员们对参观中的康复器具临床应用印象深刻。 

 

3、2018 年 11 月 22 日，张天宇教授举办了“功能耳再造的

进展与挑战”科普讲座，该讲座实现了网上直播。为推导网上科

普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做了有益的尝试。 



 

4、在今年 4 月建立了上海体外循环专有的微信公众号“体

苑新知”，内容包括最新的国内外重大新闻、国外文献翻译和解

读、热点问题讨论、学会大事件等，深受所有会员的好评。 

5、新生儿专委会何振娟作社区科谱讲座，题目为新生宝宝

该如何照护。 

6、2018 年 8 月 31 日，生物医学信息专委会秦斌杰为江苏

省南通第一中学高一新生开展前沿科普及人生规划宣讲。 

 

三、增加服务会员意识，推进创新共谋发展 

（一）服务会员 

1、为方便会员入会和支付会费，学会和上海理工大学合作

开发了会员入会和支付 app,在今年换届会议上，将印有入会码

和缴费码的会员证分发给专委会秘书长，由秘书长们转发会员，

截止到目前通过扫码入会 5 人，已收到会员会费 29750元，使用



反馈结果良好。 

2、学会利用各种机会，组织会员技术培训。如，学会与上

海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共同组织医疗器械标准培训。 

3、学会受上海市生物医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办公

室的委托，本会会员和本市医疗器械企业技术人员进行学分培训。 

4、各专委会积极开展各学科专业学术论坛及培训班，答疑

解惑的同时、鼓励学员实用操作，会员受益匪浅。 

（二）服务企业 

1、学会组织部分企业团体会员单位进行座谈，商讨学会如

何进一步服务上海医疗器械产业发展。 

2、在产学研医结合方面，体外循环专委会和上海市胸心血

管外科临床质量控制中心合作，积极主动组织参与首次上海市体

外膜肺氧合（ECMO）专项技术质量控制督查活动，并取得满意的

结果。专委会积极与全国体外循环学会、重症、急诊学会、相关

公司进行合作，完成各种 ECMO 培训和体外循环意外处理模拟培

训，为年轻的体外循环专业人员提供了模拟学习的机会，相互帮

助提高意外应急处理水平，同时增进了学会和会员间的凝聚力。 

 

 

 

 

 



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2019 年工作计划框架 

 

2019 年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将紧密结合深入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

实上海市科协第十次代表大会精神，围绕上海科创中心目标，坚

持“四服务”职责定位，推进“学术、科普、智库”三轮驱动、

“创新服务、人才举荐”两翼协同，注重体现传承、创新、发展

理念，聚焦政府转移的社会化服务职能和公民科学素质提升，增

强凝聚力、加强传播力、提升创新力、提高服务力。为使明年更

好完成预期目标，特制定 2019 年工作计划框架。 

一、夯实基础管理 

以创学会 4 星级 4A 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学会基础管理，不

断完善管理制度。 

1、对照 4 星级、4A 要求，总结学会现有不足，补全短板； 

2、根据学会 2019年重点工作，制定和修订相关管理制度； 

3、加强对各专委会的考核和管理； 

4、完成学会个人、团体会员发展工作。 

二、丰富学术活动 

在新的一年里，学会将会围绕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发展中的热

点和难点问题，构筑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广泛交流生物医学

工程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增进不同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充分展



现科技发展的创新思想和观点，促进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和医

疗器械产业进步，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

出贡献。在继续搞好学会的学术年会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各专委

会的学术活动，举行多种形式的跨地区高端前沿学术会议，推进

人工智能、精准治疗等技术和现代医学的深度融合。重点抓好以

下工作： 

1、 结合今年国际生物医学工程发展的重点和热点，组织好

2019 年学术年会； 

2、 支持各专委会举办国际和跨地区高端前沿科学的学术论坛，

进一步培育品牌学术活动； 

3、 继续办好青年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三、加强会员服务 

学会将继续本着服务会员之理念，为科学工作者营造创新氛

围，搭建跨学科、跨部门的科学交流平台， 使会员有更多的获

得感。 

1、组织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包括新技术培训； 

2、进一步完善学会网站宣传工作； 

3、加强《生物医学工程学进展》杂志的编辑力量，不断提升杂

志的学术水平。 

四、加强科普宣传 

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科普宣传，包括社会咨询服务活动等，

充分发挥学会专家的作用。 



1、积极参加市科协组织的科普活动； 

2、组织相关专家到社区为市民普及科普知识； 

3、利用学会杂志，结合创新医疗器械研发，宣传科普知识。 

五、促进融合创新 

积极搭建产、学、研、医、政沟通交流及合作的平台。 

1、加强产、学、研、医、政平台建设，提升对企业团体会员单

位的服务水平，帮助解决企业在产品创新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促

进技术交流和合作； 

2、专题合作（与专委会合作）  

（1）联合开发 

（2）成果转让 

（3）专题交流 

3、探索产、学、研、医、政科研项目的合作试点，使会员能在

交叉学科的活动中获得收益。 

六、人才推荐和科普调查 

以市科协科技成果评价机构资质证书为媒介，为本市创新科

研项目进行科技成果评审创造良好条件，同时积极推荐企业申报

上海市科委、市经信委创新科研项目；优秀杰出青年推荐、上海

青年科技英才评选、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大众科学奖等科学技

术奖项及人才推荐工作，充分发挥学会科技评价机构的作用。 

积极响应开展各科协下发的科普统计调研工作，包括开展社

会化服务和实施助力工程、上海市“全国科普日”等科普调查工



作。 

 

 

 

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2018 年 12 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