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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如何把握“AI+医学”的时代
机遇，加强学科交叉，为高等医学教育迭
代式发展探索新模式？上海交大医学院
传来喜讯：由基础医学院解剖学与生理学
系研发的“多模态智能导师”辅助教学系
统首次人工调试成功，标志着人工智能技
术与传统医学教育的深度融合迈出关键
一步。该系统为国内首个用于医学教育
的“多模态智能导师”辅助教学系统。

解剖学是医学教育的基石课程，传统
教学面临诸多难题。四年前，人体构造教
学团队看着人体陈列馆内2500多个瓶装
标本，产生了数字化建设的设想。此后，团
队秉持“数字化为基，智能化为核”理念，紧
跟数字化教学的新形势，深入研发探索。

目前，课程组已经对全部瓶装标本进
行全维度、数字化扫描建库，将珍贵的人
体标本转化为高质量的数字化资源。通
过“多模态智能导师”系统，利用AI技术，
通过中、英、法三语精准标注及分类管理
和智能检索，搭建在线浏览与互动学习平
台，具有多语种、多端同步、思政融入的特
点。通过操作手机APP，学生可以通过语
音对话，以语音、文字、图像等方式，获得
多模态交互的个性化指导。

“从平面图谱→立体认知、从被动接
受→智能交互、从单点知识→临床系统、
从经验教学→数据驱动，通过四大探索，
创新实现教学资源的四个转化。”在团队
看来，最高兴的是，跨语言智能标注系统+
三维知识图谱清晰可见，2500多个珍稀标
本得到“永生”。

解剖学与生理学系副主任马爱荣老
师是系统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他把自己
作为实验对象，通过系统，真身马老师和

人工智能马老师实现了隔空无障碍对
话。在他看来，与DeepSeek最大区别，不
仅仅是文字输入，还实现了语音对话。在
后续的建设中，只要喂养的数据内容到了
一定规模，完全可以实现问答互动，且有
边界感。学生可以实现“口袋里的解剖老
师”相伴而行。团队的老师和技术人员还
持续推进AI智能数字化教学改革，目前已
经获得4项教学课题项目支持，发表形态
数字智能教学相关论文3篇。

教学团队一直在致力于“AI+解剖学”
的主动探索。此前，已经建成具有颅骨自
主知识产权的“裸眼3D层次教学系统”。
运行三年以来，参与自主学习的学生已经
达到2000余人，仅2024年平台预约人数
接近万余人次，获得了国内外专家学者、
广大医学生的高度赞誉。

授课团队坦言，尽管系统取得阶段性
突破、AI+解剖学建设成果斐然，后续还有
许多工作需要跟进。后期系统维护、数据
喂养，程序完善、服务器增设……还需要
大量的投入。下一步，课程组会积极对接
医学院各职能部门和上海交通大学，在资
源、技术等方面获得全力支持和帮助。

在AI与数字化技术交融的时代浪潮
下，基于多模态交互的智能导师辅助教学
已成为医学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大家期
待着，早日建设首个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国
家标准，共促解剖学这一古老的医学学
科，插上AI翅膀，飞向教育强国的新高度。

另据学校介绍，2025年，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将以新医科卓越创新人才为重
点，深耕医学教育创新发展，激发教育教学
新动能，通过加强医工交叉平台建设，推进
落实“AI+医学教育”行动方案，构建高水平
产教融合拔尖医学创新人才培养生态体
系，努力打造卓越医学教育的“交医品牌”。

记者了解到，本次宝山区、上海大学
与宇树科技共建的上海宝山上大通用智
能机器人研究院，聚焦具身智能与人形机
器人两大前沿领域，致力于建立“基础研
究—技术攻关—场景验证—产业孵化”全
链条创新体系。

作为共建方之一的宇树科技CEO王
兴兴表示，三方的合作，主要聚焦两个方
向，一是人才培养，通过联合实验室课题
共建，为上海大学学子提供实践平台，共
同吸纳顶尖人才加入研发团队，打造创新
产业双向赋能生态；另一方面是产业升
级，依托宝山区智能制造产业基础，加速
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技术的商业化落
地应用，助力上海机器人产业发展。

王兴兴表示，宇树科技将推动与研究
院深度对接，共建共享科研实验室，共同
引育顶尖人才，联合开发场景解决方案，
加速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进程，为智能机器

人产业注入更多源头活水。
这也是作为上海大学2013级机械工

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王兴兴，在创业8年后
重回母校开辟的产教新机构。记者了解到，
本次三方共建的新研究院，并非三方的首次
合作。2024年7月，宝山区、上海大学、宇树
科技就达成战略合作，王兴兴分别被区校授
予“宝山区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首席智库专
家”和“上海大学研究生兼职导师”。

此前，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化学
院还和宇树科技等联合申报并获批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专项项目，共同
致力于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
人集群三维环境协同探索研究，充分利用
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多模态模型等先进
技术，提升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的泛化
性，实现野外复杂未知环境下多目标快速
探索，期望在自然灾害救援、环境监测、地
质勘探等多领域服务国家战略。

宇树科技王兴兴重回上海母校

共建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平台
今年春晚，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扭着秧歌火了。2月17日

在京召开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宇树科技CEO王兴兴也作为
企业代表参会。2月23日，他回到母校上海大学，与宝山区、上海
大学共同启用上海宝山上大通用智能机器人研究院，这一由政
府、高校和企业三方共建的研究院，志在构筑智能机器人产业创
新平台和产业发展高地。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作为宇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90后
王兴兴成为2月17日在京参加民营企业
座谈会的现场发言人中最年轻的一位。
2016年，从上海大学硕士毕业后，他便创
立宇树科技，成为最早公开零售高性能四
足机器人的公司，关键技术迄今获得了国
内外180余项专利。

从实验室里的一款机器狗，到同类产品
全球市场占有率超六成，王兴兴坦言自己的
创业之路是从上海大学起步。而在新启用
的研究院中，不少师生也已经带着他们的科
创成果入驻其中。有的团队致力于为机器
人打造“眼睛”，有的在做机器人仿生的关节。

实验室里，多个围绕人形机器人的前
沿技术研究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上海
大学教授张顺琦表示，宇树已经开发好的
机器人平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这个平
台的基础上，实验室将做更为深入的进一
步开发。“比如围绕机器人的感知，包括触

觉视觉，各种各样的感知情绪的反馈，进
一步提升机器人的感受能力。”

人形机器人的仿生和生物力学等研
发顺利，机器人标准化制定也已经提上日
程。上海大学教授华子恺表示，在标准化
方面提早进行布局对中国人形机器人发
展有很大意义。“对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机
器人进行国际资质认证，出权威的报告，
让中国人来定标准。”

据悉，目前，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
是宝山区重点发展的六大产业之一，三方
签约合作也为产业注入强大动能。宝山
区委书记李晨昊指出，研究院的落地，不
仅标志着三方合作共建通用机器人产业
制高点迈入了新的阶段，更为打造机器人
产业集群注入新的活力。他强调，要发挥
优势，共同打造创新技术策源地；要深化
协同，共同打造智能机器人生态圈；要拓
展应用，共同树立智能城市新标杆。

打造“科学家+工程师+创业者”尖兵梯队

重回母校助力上海机器人产业发展

交医研发国内首个“多模态智能导师”辅助教学系统

打造量身定制的“AI解剖课”

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在春晚后台。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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