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文格式：

谢耀钦. 序言：医疗器械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 [J]. 集成技术, 2025, 14(2): 1-2.
Xie YQ. Preface: development of key technology of medical devices [J]. Journal of Integration Technology, 2025, 14(2):
1-2.

序言：医疗器械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

  
医疗器械行业正处于创新驱动的时代，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不断推动诊疗方式的变革。从机器人

辅助手术到智能影像分析，再到非接触式监测，现代医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本期专题《医疗器械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聚焦于医疗机器人、医学影像分析、智能监测及医学

信号处理等前沿方向，为读者展示医疗器械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临床应用中的潜力。福州大学为主

科研团队
[1]
提出了一种结合神经动力学优化的最优遥操作控制方法，利用图像空间下的主从运动映射

策略及二次规划优化，使机器人关节运动更精准。该方法能有效减少人为控制误差，提高手术精度，

为未来智能手术机器人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主科研团队
[2]
提出了

一种结合中心线和距离图信息的 CT影像分割方法，以提高结直肠等管状器官的识别精度。该方法在

多项评测指标上均优于传统网络，显著提升了放疗计划的精确度，为癌症治疗提供了更安全、高效的

影像分析工具。北京大学为主科研团队
[3]
综述了多实例学习在全切片图像分析中的最新前沿进展，涵

盖肿瘤检测、亚型分级及生存预测等方面，同时分析了不同优化拓展模型的优势与适用场景，为未来

的研究提供了方向。深圳市华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主科研团队
[4]
提出了一种利用心脏运动信号进行

身份识别的深度卷积神经网络方法，并与 LSTM、InceptionTime等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该方法能在

保证高识别率的同时提升计算效率，为智能医疗和个性化健康监测提供了新的可能。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主科研团队
[5]
提出了一种基于深度近邻下采样的高效去噪方法，能够在减少噪声影

响的同时提高模型训练效率。该方法在合成数据和真实医学图像上的表现均优于传统去噪方法，为医

学影像的自动处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主科研团队
[6]
提出了一种改进

的 YOLOv8-Pose模型——YOLO-PointMap，以解决人体背部穴位密集分布、特征不明显等问题。通

过引入动态卷积优化 C2f模块，并设计基于通道注意力的特征融合模块，该模型在多尺度特征提取与

融合方面取得了显著提升。YOLO-PointMap在关键点检测精度和稳定性上优于现有方法，能够为针灸

机器人技术的标准化和普及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具备在虚拟现实和智能交互领域的潜在应用价值。

本期专题所收录的研究涵盖了医疗机器人、影像分割、智能监测及信号处理等多个领域，反映了

当前医疗器械技术的最新进展和未来趋势。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与医学工程的进一步融合，医

疗器械的智能化和精准化将成为行业发展的主流方向。希望本期专题的内容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

工程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并推动医疗技术的持续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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