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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2020 年工作总结 

 

         2020 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中国乃

至全球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疫情，全国上下团结在党中央

周围，协同作战，筑起了抗疫的铜墙铁壁。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

学会在市科协、市社团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专委会和全体会员

的大力支持下，学会积极发挥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优势，开展各

类学术研究、技术交流、科普教育等活动；积极出版生物医学工

程学术书刊，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不断加强学

会自身组织专业能力建设，扩大本学会的影响力，努力促进生物

医学工程学科和产业的健康发展。现将年度工作总结如下： 

一、 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搭建研究交流平台 

（一）成功举办 2020 年学术年会 

由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主办，上海市医疗器械检测所协

办的‚创新赋能医疗装备发展新十年‛主题年会顺利召开。年会

采用现场交流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共计 1723 人次与会，

成为与会人数最多的一届年会，深受好评。 

年会邀请了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闻大翔、上海市生物

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冯晓源及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学术部副部长

葛朝晖致辞。主题演讲围绕‚医疗装备未来发展趋势‛展开，由

学会理事长冯晓源领衔，作主旨演讲‚智慧医疗黄金十年，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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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如何应对‛。上海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院长、上海联

影智能医疗科技公司联席 CEO 沈定刚作‚人工智能赋能影像诊断

全流程‛主题演讲。上海市医疗器械检测所副所长何骏为大家阐

述了‚医用电器设备标准发展方向‛。  

同时，年会还进行了‚第二届青年优秀论文‛的颁奖仪式以

及学术交流。来自华东理工大学的罗炜同学进行题为《具有抗菌

功能的聚乳酸基纳米纤维膜的构建及生物学评价》的论文交流。

为广大年轻学者搭建了学习交流、展示自己的平台。 

（二）各专委会积极推进各类学术活动 

各专委会发挥专业优势，结合当前国际科研前沿形势，积极

主办或协办各类学术论坛、培训学习班等学术交流活动近 80 次，

参加人数近 1 万人次，进一步促进学会学术氛围的繁荣发展，并

获得各类荣誉奖项。 

1.体外循环专业委员会 

专委会组织召开了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体外循环专委会

季度学术会议。会议主题为：‚体外循环生命线：体外循环质量

管理‛，会议探讨了体外循环质量管理思路与方法，并介绍了新

冠疫情中的上海体外人的先进事迹。 

2.临床工程专业委员会 

一是举办了主题为：2020 IVD‚跨界创新• 牵手创业‛专场

的第 9 期 HiMed-Biodesign 医创营；邀请知识产权申请及保护领

域专家来上海理工大学作题为《专利申请与布局》的学术报告；

二是与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体育学院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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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共同筹办 ‚上海市力学学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和上海市生

物物理学会生物力学委员会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会暨 2020 年同济-

复旦联合博士生学术论坛‛。  

3.超声医学工程专业委员会 

一是与上海市医学会、上海市医学会超声分会、上海市超声

医学工程学会、上海市声学学会医学超声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了

《2020 上海市超声医学新技术研讨会》；二是与中国生物医学工

程学会超声工程分会、中国超声医学工程学会仪器工程开发专业

委员会、中国声学学会生物医学超声工程分会共同举办《中国生

物医学超声联合学术年会(CUMB2020)暨第 83 届中国国际医疗器

械博览会(CMEF)超声论坛》。 

4.新生儿专业委员会 

一是联合中国国际医学促进会举办线上培训活动，讲课 16

次，主题为新生儿重症监护；二是联合爱琴医疗合作，开展的新

生儿脑氧和脑电生理的检查线上系列讲座 4次。 

5.骨关节工程专业委员会 

专委会与上海市医学会骨科专科分会青年委员会‚浦菁荟‛

关节组等联合主办‚沪浙青年关节病例研讨会‛；举办‚沪赣骨

科青年关节病例讨论会‛。聚焦关节外科手术陷阱，注重实战经

验分享；与上海市医学会骨科青委关节组联合主办‚上海市医学

会骨科青委关节组病例讨论会‛。 

6.检验专业委员会 

专委会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检验中心联合主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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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复旦中山液体活检临床应用高峰论坛‛在线隆重召开；成

功举办了复旦中山检验医学联盟系列学术活动暨 2020 中山-相城

临床生化应用学术高峰论坛。 

7.康复工程专业委员会 

专委会在上海理工大学隆重召开第五届上海康复工程论坛，

主题为‚康复工程与医工交叉‛。 

8.口腔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委员会 

专委会主办线上‚云培训‛，‚正颌外科讲座‛10 次理论课程，

‚CCMFPlan 软件数字化正颌外科设计‛两期软件实操课程；协办

了 ‚颌你同行‛线上‚正颌手拉手精品班‛； ‚九之颌，颏之

美‛线上讲座； ‚920 爱牙日‛大型直播活动、‚‘知行颌一’第

五届口腔颅颌面外科整复高峰论坛‛在内的十几个学术交流活动。 

9.心律专业委员会 

专委会举办了两期上海心律学会青年委员会学术成果分享交

流会；举办‚第七届公济心血管病论坛，暨 2020 年市一心血管

病诊治新进展继续教育学习班‛活动，聚焦心律失常、冠心病、

心力衰竭、高血压及结构性心脏病等疾病的诊治进展；召开全体

委员会议‚暨第七届沪闽心脏节律论坛‛，聚焦心律失常的诊治

进展，尤其是领域新知识和科研方面的交流。有助于广大心内科

医生了解和应用国内外前沿知识和治疗方案，具有实际的指导作

用。 

10.介入医学工程专业委员会 

专委会于 12 月初新成立，开展了医疗器械领域进修培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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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联动学术交流活动。主办抗击新冠肺炎专用医疗设备

安全使用培训；承办国际（上海）高端医疗装备创新大会暨‚一

带一路‛医疗器械创新与应用联盟成立大会；承办中国——意大

利医疗器械创新合作交流线上会议。并且在学会成立初期就建立

了一定基础的介入医疗器械领域专家库、数据库。在未来有利于

更好的搭建介入医疗器械技术服务平台。 

此外，妇产科、放射医学工程、生物材料等专委会均有不同

形式的学术活动，丰富多彩。 

（三）全力以赴，助力抗疫 

在疫情全面爆发时期，学会包括体外循环、新生儿等在内的

各专委会全面支持抗疫工作，组织专家奔赴武汉等地，全力投入

抗疫一线，做出了杰出贡献。新生儿专委会委员周小建赴武汉支

援武汉，驰援抗疫；体外循环专委会主任委员李欣教授获‚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副主任委员王维俊教授

率领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ECMO 团队获得‚上海

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二、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及学科普及活动 

（一）科研项目 

2020 年，为推动生物医学工程产学研合作交融，促进技术进

步，学术繁荣，学会积极开展科研项目，两个上海市软科学研究

计划项目顺利进行，并按期开展各项研究工作。 

1.上海市 2019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软科学研究领域

重点项目《医疗影像装备产业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研究》，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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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冯晓源作为项目负责人，于 2020 年 6 月底完成结题报告，

并成功通过市科委验收。该项目通过回顾分析国内外，特别是上

海医学影像装备及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现状，梳理产业发展路径，

研究未来产业发展中的机遇、挑战，新一代设备研发趋势，探索

产学研医合作模式有效推动影像装备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路径。 

2.上海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课题）《中国医学影像装备

产业现状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学会副理事长张强为项目负责

人，于 2020 年 6 月召开专家研讨会，该项目对标国际医学影像

装备产业路径，贯通上海及上三角区域产业链上下游的科技创新

体系，提出适合上海医学影像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案。 

（二）科普项目 

 1.学会承担市科委科普项目《健康从‚心‛开始》如期进行，

并于 2020 年 5 月受到市科协相关负责人现场调研考察。项目通

过科普讲座、科普情景剧、科普互动体验、手术观摩、专家义诊、

科普竞赛等多种形式表现，使其掌握相关心血管知识，提高普通

民众对心血管病及其危险因素的认知，改善不良习惯，提高健康

意识。 

2.积极发挥学会人才集聚优势，开展科普工作，学会邀请体

外循环专委会主委、中山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李欣教授作‚体外肺膜氧合 ECMO 技术简介‛的

专题科普讲座。讲座以线上直播的形式，已于 10 月 20 日下午

2:00-3:00 举办。在线参与人数约 500人。 

三、出版生物医学工程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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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出版局正式批准公开发行的科技类杂志《生物医学工程学

进展》的出版发行工作是学会重点工作之一。2020 年，学会共收

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 1000 余篇，涉及生物医学工程、临床医药

等多领域。编辑部及时做好登记编号，认真审稿，筛选录用生物

医学工程领域的优秀论文 60 余篇，顺利出刊 4期。 

四、加强自身组织和能力建设，提升学会综合实力 

为了更好地适应相关技术以及学科的迅速发展，顺应国内外

相关专业领域的发展变化，学会积极筹备，成立了 2 个新的专业

委员会。 

（一）介入医学工程专业委员会 

为了配合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彰显学会在介入医疗器械方面

的优势特色，充分挖掘和发挥上海丰富的医疗资源，参照中国生

物医学工程学会介入医学工程分会模式，整合现有的上海介入医

疗器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部分资源，按照上海生物医学工程学

会的相关要求，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正式成立介入医学工程专

业委员会。专委会设立主任委员 1 名、副主任委员 5 名、顾问委

员 4 名、常委 32人、委员 54 人、秘书长 1 名。 

成立后专委会将首先以神经、心内、心血管及外周血管介入

等医学领域的器械及材料工程技术方面的学术研究活动，搭建介

入医疗器械技术服务平台，参与国家相关行业标准的制订，开展

介入医疗器械的临床应用研究，为我国介入医学工程学科的自主

创新和产业健康发展助力。 

（二）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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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于 2019 年印发《关于推进健康上海行动的实施

意见》中提到：‚研发医学人工智能技术，支撑智慧医疗发展‛。

在此背景下，学会筹备成立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符合地方经济

建设发展的需求。2020 年 11 月，专委会成立申请报告提交学会

领导。12 月常务理事投票表决一致同意成立该专委会。目前，成

立大会正在筹备中，拟设主任委员 1 名、副主任委员 4 名、秘书

长 1 名、常委 16人、委员 48 人。 

五、星级学会相关工作 

       2020 年初，学会完成了三星级学会复审工作，已连续 5 年获

得三星级学会称号，与理事、会员单位、所有会员的积极参与密

不可分，与市科协和学会挂靠单位上海市医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的

大力支持息息相关。 

    为维持三星级，争创四星级，2020 年在服务科技创新方面，

学会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定期召开学术年会。拥有公开发行的期

刊《生物医学工程学进展》杂志并如期发行 4 刊；在服务科技工

作者方面，建立了会员联络机制，并召开了联络员会议；在自我

发展方面，学会根据时代发展需求，成立新的专委会，广纳贤才

为生物医学工程学领域助力。同时着手完善会员的动态会籍管理

系统，做好会员服务与管理工作。运营微信平台，及时在公众号

更新学会咨询；财务方面，对标四星，全年收入及会费缴纳率已

达标准。 

六、存在的问题 

一是各专委会发展不平衡；二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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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国外相关专业的优秀人才进行学术交流；三是应更好地发挥

学会专业科技人才荟萃的优势，为政府和企业服务，开展科技成

果评价工作；四是标准（规范）制定方面，学会进一步推进建立

团体标准体系，为会员单位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上海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 

2021 年 2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