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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代医学已经发展了百余年，人们对疾病

的认识和诊断与治疗水平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但仍

不能满足医学发展的需要。在临床医师与患者及

其家属的交流沟通中，很多临床常见问题，尤其是

患者及其家属必定要问及的最基本的问题，如：是

不是某种疾病？需不需要治疗？药物治疗效果如

何？手术风险如何？手术之后能不能保住生命和

功能？肿瘤会不会复发？手术之后能不能继续工

作？如果不治疗会如何？等等，临床医师均无法准

确回答，只能答复：“可能是某种病，如果想治疗只

能手术，手术有风险甚至有生命危险，请认真考虑

清楚，做好最坏准备”。不是临床医师不愿意回答

这些问题，而是他们无法准确回答，因为没有客观

依据 。

医学发展目前正处于“平台期”，很多关键知识

和技术尚无突破性进展，目前沿用的疾病诊断标准

还是数十年前的标准，而且没有对患者整体情况的

精准评估，更没有精准预测（治疗如何？不治疗如

何？治疗风险如何？等等），很多工作都是“走着

瞧”，结果好是幸运、结果不好是倒霉，缺乏精准度

的评估和预测。

然而在其他领域，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上

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阶段，例如登陆月球、火

星计划，以及深潜海底的蛟龙号计划等，许多过去

在科幻电影中的梦想，如无人驾驶、人脸识别、双下

肢瘫痪患者踢球、“读脑或读心术”等，均逐一变为

现实。如何利用这些知识、技术和成果解决临床常

见的一些问题，是临床医师必须关注和重视的。为

此，《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组织专刊，重点介绍

了“5G 网络”、“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在神经

外科领域的应用，以期激起临床医师在这些方面的

兴趣和热情，组建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平台

和团队，为实现“到 2030 年，中国的人工智能理论技

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目标，做出我

们的贡献，造福于广大患者。

本期《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在中国医学领域的

应用展望》一文不仅介绍了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简称 5G）的概念、作用和应用，而且列举了国内医

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更是提出如果从国家层面利

用顶层设计和技术领先等优势，合理开发和利用，

可以帮助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诊断与治疗水

平差异较大、继续教育体系不完善、科研硬件和软

件受限等挑战，促进我国整体医疗水平的提高。

《人工智能在颅内出血诊断与治疗中的应用》

一文则详细介绍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颅内出血诊断

与治疗中的历史沿革和应用现状，比较分析了国内

外相关人工智能技术在颅内出血诊断、颅内血肿分

割、颅内出血进展预测以及颅内出血患者预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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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应用，使临床医师可以更好地理解该项技

术，希望未来能够更好地发展和应用该项技术，提

高颅内出血的诊断与治疗水平，最终实现治疗的精

准化、个体化。

《增强现实技术辅助神经内镜与小骨窗开颅血

肿清除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疗效分析》的主要目的

是比较增强现实技术辅助神经内镜血肿清除术与

小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

通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血肿清除率、住院时

间，术后再出血、颅内感染、肺部感染、消化道出血

等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最终预后的比较，探讨增强

现实技术辅助神经内镜技术能够给脑出血患者带

来的帮助，并认为该方法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疗效

优于小骨窗开颅血肿清除术。

《超高速螺旋 CT 血管造影在出血型烟雾病中的

应用分析》是一项典型的临床研究，旨在探讨急性

期超高速螺旋 CTA 在出血型烟雾病病情评估和预

后判断中的价值。对 187 例出血型烟雾病患者于脑

出血急性期（< 72 小时）急诊行超高速螺旋 CTA 检查

并进行图像后处理［包括容积再现（VR）、最大密度

投影（MIP）和多平面重建（MPR）］，明确诊断烟雾病

后分别予以内科保守治疗、血肿清除术和脑室外引

流术，认为超高速螺旋 CTA 可以安全、快捷地协助

疑似烟雾病患者明确诊断，并对治疗方案选择和预

后判断有一定指导意义。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对Ⅶ型胶原酶诱导的

脑出血大鼠模型神经功能的保护作用》是一项基础

研究，目的是探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MSC）移植

对脑出血大鼠模型神经功能的保护作用，通过比较

BMMSC 细胞移植治疗前后大鼠改良神经功能缺损

评分（mNSS）、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表达变

化和细胞凋亡情况等，证实在大鼠脑出血模型中，

BMMSC 细胞移植通过上调 BDNF 表达、减少细胞凋

亡而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本期专题中，卓杰医生、田风选医生、怀鹏医

生、徐学友医生和冯珂珂医生还从不同侧面介绍了

脑微出血与脑缺血性事件相关脑出血研究进展，女

性颅内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与雌激素缺乏关

系的研究进展，神经内镜下幕上高血压脑出血清除

术临床研究，多学科诊疗模式下钻孔引流术治疗高

龄慢性硬膜下血肿临床分析，阿托伐他汀治疗颅骨

成形术后并发硬膜外积液的疗效观察，立体定向穿

刺引流术治疗高血压小脑出血体会，相信对关注脑

出血临床治疗的读者朋友们会有很大帮助。

2019 年 6 月 24 日，Lancet 在线发布“Mortality,
morbidity, and risk fabtors in China and its
provinces, 1990-2017”一文，重点说明脑卒中已经成

为中国人的主要死因，脑卒中发病率无明显年龄差

异、而病死率存在地域差异。因此，如何预防和减

少脑卒中发病率，以及精准诊断、评估和预测脑卒

中患者预后，是今后医疗工作的重点之一。只有充

分利用临床数据资料分析和智能化影像学分析技

术，利用 5G 网络传播技术，才能提高神经外科整体

诊断与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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