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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州２月２０日电（胥金章、何国平） 我国首例女性虚拟人数据集在广州第一军医大学构建成功。这

标志着我国在完成数字化虚拟人体若干关键技术之后，建立了有知识产权的中国虚拟人数字平台，为开发各种用途

的软件和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创造了条件。 

  

    “数字化虚拟中国人数据集构建与海量数据系统”是国家“８６３”高技术发展研究课题，由中国科学院、首

都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等协作攻关，第一军医大学承担人体建模的数据采集。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一军医大学教授钟世镇介绍，“虚拟人数据集”是运用人体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将真实

的人体断层数据进行电脑处理，能为不同行业提供后续开发虚拟人体的数据参数。“虚拟人数据集”将广泛应用于

医学、国防、航空航天、体育、建筑、汽车、影视及服装等人类活动相关领域。 

  

    由于“虚拟人”具有重大的社会应用价值，欧洲一些国家及日本等纷纷启动这个研究项目。而此前，只有美

国、韩国掌握了“虚拟人”技术，建有“虚拟人数据集”。１９９４年，美国科学家将一具男尸切成１８７８多

片，每片厚度１毫米；１９９８年，又将一具女尸切成５１９０多片，每片厚度０．３３毫米，并以这个数据集为

平台，开发了大量相关的应用软件。  

  

    我国研究人员刻苦攻关，努力抢占这项技术的新制高点：研制出专用切削设备，切片精度提高到０．１毫米；

采用立式冷冻、立式包埋和立式切削等技术，最大限度地保持和体现人体各个脏器的形状和位置，保持了人体原有

的形态，避免因多次装夹而引起的数据丢失；编制了人体断面图像采集工艺，实现自动化控制连续切削和自动化图

像采集；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几何色彩校正，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同时，将血管铸型技术应用于虚拟人数据集的建

模，解决了目前国际上尚未解决的血管显示技术难题。这次完成的女性数据集，切片断面仅０．２毫米，共切片８

５５６片。 

  

    据悉，首例女性虚拟人数据集已经提供国内有关研究单位应用。  

  

  (来源：新华社 200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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