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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初，我国第一军医大学宣布完成了国内首例女虚拟人的数据采集，获得8556个切片，片层间距仅0.2毫

米。有媒体报道称，我国的虚拟人技术已经超过国外，虚拟人马上面世。 

    对此，国家“863”计划“数字化虚拟人体若干关键技术”课题组组长李华博士解释：“目前我们所完成的

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虚拟人，准确的提法应该是可视人。而且现阶段还只是在探索数字化虚拟人的关键技术，还不

可能完成虚拟人。” 

    美国的虚拟人计划尚在讨论 

    什么是可视人、虚拟人？李华博士介绍了其发展过程。 

    可视人的起源要追溯到1989年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发起的可视人计划。当时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和美国科罗

拉多大学试图完成人体截面图像的采集。要采集这些数据，需先将志愿者人体切成薄片，每切一次片，就用数码相

机和扫描仪对已切片的切面进行拍照、分析，之后将数据合成三维的立体人类生理结构。 

    5年后，负责项目实施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宣布，他们获得了一男一女两组光学照片数据，以及CT和核磁共

振断层扫描图像。 

    尽管科学界对可视人技术予以很高的评价，但实际上可视人在医学及相关领域的应用是有限的。1996年，美

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牵头酝酿虚拟人创新计划，他们设想，将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可视人计划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

完成人体的物理建模，能够模拟人体器官组织和整体在外界物理刺激下的反应。有专家称之为“虚拟物理人”。 

  

    这个阶段的物理人就不同于可视人，他会像真人一样对外界有反应：骨头会断，血管会出血。比如说，在做

汽车碰撞试验时，“虚拟人”可以提供人体意外创伤的数据，帮助改进汽车的安全防护体系。 

    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1999年向国会提出虚拟人计划，虽然美国国防部非致命武器委员会马上表示支持，但

时至今日，美国的虚拟人计划还在讨论阶段。 

    随后美国科学家联盟又提出包括可视人、虚拟人等全部内容的数字人计划。它的目标是实现人体从分子到细

胞、组织、器官系统和整体的精确模拟，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 

    李华博士强调，从美国的两个计划可以明确，虚拟人计划设想的是构建能对外界有反应的“物理人”，而可

视人对应的是被数字化了的“解剖人”。目前我们所完成的与当年科罗拉多大学所完成的工作差不多，所以称之为

可视人要更科学。 

    2001年11月举行的第174次香山科学会议被认为是我国数字虚拟人研究的开篇，李华博士同钟世镇院士、罗

述谦教授等人向国家提出了建设“中国数字化虚拟人”的设想。很快，数字化虚拟人体若干关键技术的研究被列入

国家“863”项目，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第一军医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单位协作攻关。 

    李华博士等人在向国家提交的报告中称，对照美国人的命名方式，中国数字化虚拟人计划至少包括可视人、

虚拟人和生理人等内容。 

    抢占哪个制高点 

    一些媒体称，国内首例女虚拟人的数据采集，获得8556个切片，片层间距仅0.2毫米，国内虚拟人技术超过

了国外。媒体的依据是美国人公布的片层间距是男性1毫米，女性0.33毫米。 

    李华说：“片层精度对于获取数据的整体质量至关重要，切片建模是数字化虚拟人研究的基础，但肯定不是



相关主题： 

数字虚拟人计划的全部。媒体不应血淋淋地反复讨论切片过程。” 

    在可视人数据集的基础上，2000年美国科学家就已经建立了全身皮肤、肌肉、骨骼和心脏等部分器官的三维

模型。韩国2000年开始的可视人计划也号称要完成第一例具有东方人种特征的人体数据采集。我国的数字化虚拟人

计划要抢占哪个制高点？ 

    虽然美国已经建立了人体的部分三维模型，但由于血管、神经等信息难以抽取和分割，目前全世界还没有见

到完整的血管和神经模型，可以说美国建立的可视人数据集还不完整。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和其合作伙伴一直在网

上征集包括建立血管和神经模型的关键技术和解决方案。李华博士透露，从一开始，国内参与数字化虚拟人计划的

专家们就有共识：攻克血管模型。 

    李华说，攻克血管模型这个堡垒的信心来自负责主持切片建模的第一军医大学的钟世镇院士。78岁的钟院士

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掌握了人体血管铸型技术，能把血管标本分离出来，做出三维立体的管道模型。这项技术与计算

机技术相结合，可能会弥补现有可视人血管显示不充分的缺陷，使中国可视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第一军医大学完成的带有血管灌注的切片数据已经提交给中科院计算所和首都医科大学等单位。李华和他的

同事们正在夜以继日地把这些数据转化为三维图像。 

    有的媒体说，虚拟人马上就要和公众见面了，不久虚拟人就可以替我们打针吃药。李华博士说，就他们目前

做的项目来看，还只是在探索数字化虚拟人的关键技术，而不可能完成虚拟人。 

    今年6月份，香山科学会议将再次聚焦数字虚拟人，李华和他的同事们将请来包括如医学、航天、体育等领

域的专家，大家共同探讨怎样把技术上取得的成就运用到实践中。李华说，让虚拟人替人类打针吃药不是不可能，

但绝对不会在短时期内实现，估计要100年以后吧。 

    媒体还在不断地推出关于虚拟人的爆炸性的报道，最近一篇文章说“人类不久将可虚拟自己”。记者马上求

教李华博士，作为国家“863”计划的项目负责人，他说：“虚拟自己的说法好像不是很确切，涉及到很复杂的问

题，比如实时地采集数据，在目前是很困难的。”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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