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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然后形成虚拟与现实的结合，

可以实现多模态数据的集成化利用。

基于现实当中大量真实的数据

形成的“虚拟对象”，我们叫“数

字孪生”或者简称“孪生”。这些

孪生，虽然模型和场景是虚拟的，

但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落实到应用上，它包括患者、

医生、院区和管理的四重孪生。

具体举例说，我是做肝脏肿瘤治

疗的，我们进行分子生物学、基

因组学领域的研究，就会产生大

量数据，我们称之为“生物信息”。

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就要采取元宇

宙的形式，来反映真实生命世界

里最微观的现象，通过这些现象

来寻求它的本质。

比如我们可以寻找出跟疾病相

关的靶点，根据它的基因类型、蛋

白类型等，构建很多相关的药物。

这些药物生产出来，我们也需要大

量的数据来验证，这样的验证现在

可以在元宇宙中来模拟分析，效率

是大幅提高的。

另外，从肝脏的解剖结构来看，

肿瘤相对于肝脏这些结构之间的关

系，我们也能通过构造出来的三维

模型来模拟。这样的“元肝脏”可

以来指导临床的实践。

我们要做手术、诊断疾病、进

一步挖掘疾病更加本质的东西，通

过现有的影像学、当下的在实际手

术当中的操作，不一定能认识到那

么全面，但有了元宇宙的助力，我

们可以从不同剖面来了解疾病，对

疾病的认知将会有很大提升。

《新民周刊》：您如何理解元

宇宙在医疗管理中的作用？

樊嘉：元宇宙及其相关技术为

医疗管理带来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技术创新出很多

医疗管理的场景，比如说我们医院

多院区的管理：医生在中山医院的

主院区，要给身处分院区的患者做

诊断，超声检查设备可以由医生远

程控制操作，图像等数据产生出来

后传到主院区，就能实现跨院区的

诊断。这是不同院区之间的远程交

互。为了提升远程诊疗的沉浸感，

元宇宙技术可以将远程的“场景”

实时呈现。

再比如说，手术室的场景。手

术室当中的整个流程，都能被元宇

宙动态地、立体地模拟，这对医学

生和年资比较低的医生的培养培训

来说，有很实际的价值。

随着不断的探索，我们将会设

置更多的场景，产生更多的精准诊

疗和管理方案。提升疾病诊疗的效

率、改善患者就诊的感受，这些都

可以随之而来。所以说在元宇宙的

加持下，只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我

们就有无限的空间。

元宇宙带给医疗的这种改变是

渐进式的。虽然这样说，我们如果

过两三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的话，

它可能就会在理念上给我们带来颠

覆性的变化。

“零到一”的突破

《新民周刊》：在元宇宙之外，

未来的医疗管理还有哪些可能的新

理念与行动路径？这些新发展将对

中国、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樊嘉：在未来，多院区的管理

以及医院诊疗模式的变化、大量分

子生物学信息的融入、大量疾病数

据的产生，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

新要求：我们怎样能把这些数据、

生命信息更好地利用、融合起来，

更好地把它们用于我们的研究、医

疗、临床实践，促进我们在“医教

院士访谈

下图：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