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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心举行 3D 医学研讨会 

 

6 月 13 日，教育部微创医疗器械工程研究中心举行了 3D 医学研讨会。报告会特邀出版学

院工业工程专业老师、3D 打印公司、医疗科技公司等相关学者和研究人员。研讨会由宋成利教

授主持，出席研讨会的还有工程中心的老师及研究生。 

研讨会上在 3D 电影《I，robot》精彩剧情下开始，徐兆红博士向大家汇报了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曼恒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的校企合作实验室“微创医学虚拟现实实验室”的软硬件建设进展

与实验室功能，并阐述了当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下 3D 技术对医疗器械研发的挑战与机遇；上海曼

恒公司的项目经理王兆广博士汇报了《3D 打印技术趋势下的人机交互技术》，他从企业角度，

与大家分享了 3D 扫描、3D 打印的触觉模型以及移动端 3D 医学 APP、可穿戴设备等相关技术

与应用；闫士举副教授汇报了《微创医疗器械关键部件 3D 打印》，他从科研项目角度详细介绍

了血栓取除器与连发施夹器钳嘴、连接短管关键部件的 3D 打印，以及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精密

微创器械加工等难题；赵雪松老师汇报了《浅谈虚拟现实&3D 打印技术应用》，他从工程角度讲

解了医学中的 3D 模型设计与加工制造技术。 

最后大家一起探讨了从 3D 设计、3D 展示、3D 打印技术等各方面实现系统集成，快速推进

医疗器械的研发和技术创新，强调数字医学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与项目申请，鼓励科研工作者对

技术热点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通过此次研讨会，老师和同学们对 3D 打印技术有了进一步了解，

更加明确了自己随后的学习、研究方向。 

 

 

 

夏永军，新疆伊犁人，1981 年生 

2000.9-2004.6  沈阳理工大学   环境工程   学士 

2004.9-2007.6  江南大学       发酵工程   硕士 

2007.4-2008.5  赛分科技有限公司   应用化学工程师 

2008.5-2008.9  江南大学   助教 

2008.9-2012.3  江南大学       发酵工程   博士 

2012.5-2013.5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2013.5- 至今  上海理工大学   教师 

 
博士期间，主要从事珍稀药用真菌樟芝的开发利用以及高效人工培养体系的建立。

先后建立樟芝固态培养、樟芝液态原位萃取发酵系统，大幅度提高樟芝中活性产物的产

量，并根据相关成果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 3 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在光明乳业

工作期间，主要从事新型干酪的研究，以中国传统食用真菌为发酵剂，研制适合中国消

费者的霉菌原制干酪。 

目前主要从事益生菌资源开发、功能性食品研究。 

 

 



“上理食品”系列学术 

5 月 28 日下午，应我院刘箐教授邀请，东南大学教授，国家“千人计划”孟继鸿教授，

扬州市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实验室主任巢国详主任，来学院访问，并为我院师生作了精

彩的学术报告。 

报告中，孟继鸿教授基于病毒的寄生与自我复制的条件与特点，和同学们探讨了病毒与食

品安全的关系。孟教授旁征博引，以国内外食源性甲肝病毒、戊肝病毒、诺如病毒为例，介绍

了近 10 年内欧美国家及我国因受病毒污染引起肝炎大爆发事件。结合食品科学，介绍了这些

可以污染食品并经胃肠道传播的病毒的危害，以及目前国内外食源性病毒研究及发展现状，着

重强调了现代检测技术对污染食品中病毒检测工作的最大重要，鼓励有兴趣的同学们积极的参

与相关的研究工作。 

巢国详教授作为疾病预防控制第一线的工作者，关注食物链中生物危害严重性评估的作用

和重要性。介绍了我国疾病预防控制在 2001年至 2013年间食源性致病因子监控网络的变化和

发展。通过评估食品“从农场到餐桌”过程中致病菌的污染状况、质量控制和数据审核，为同

学们讲解了食品监控工作中各个环节的具体内容，让同学们更具体地了解疾控工作。强调了在

近几年的工作中，分子分型及溯源技术在疾控工作中的贡献，鼓励同学们多学习与实际社会工

作紧密联系的现代技术知识。 

通过实验室参观、现场交流等方式，刘箐教授就我院食品学科的现状、发展做了介绍，重

点就食品微生物的学科定位、发展方向、人才配备、未来合作等问题，和两位专家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 

作为“上理食品”学术报告的第三场报告，此次报告的主题为“食品中的病毒学问题”，

这种主题式的学术交流，目标明确、主题突出，给我院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进了我院食

品学科微生物方向的发展，拓展了大家的视野。 

 

我校联合举办“2013 国际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合作论坛” 

2013 年 5 月 29-30 日，由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我校

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和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等单位联合举办的“2013 国际医疗器械创新

创业合作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我校宋成利教授、程云章教授受邀为特别嘉宾

在大会上作专题报告。 

论坛集聚了国家监管部门、国内外著名医疗器械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数十家单位。西

门子、美敦力、飞利浦、深圳迈瑞、上海微创等国内外企业的高管也参加了会议。 

论坛围绕与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发展最为密切相关的“创新与未来”、“趋势与发展”、“市场

与机遇”三个焦点进行了专题讨论。论坛为国内外医疗器械企业、高校院所的生物医学工程教

学研究单位、政府医疗器械监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了一个全方位、实用、高效的创新创

业交流与对接的平台。 

 

 

加拿大农业部圭尔夫食品研究中心 Steve W. CUI 教授访问我院 

6 月 5 日上午，加拿大农业部圭尔夫食品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Steve W.CUI 教授，来学院

访问，并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报告题目为：Structure-Function Relationships of Cereal 

Beta-Glucan。 

崔教授介绍了加拿大农业部 19个研究中心的分布概况，并对圭尔夫食品研究中心的重要性

以及研究方向等进行了介绍。他以β -葡聚糖的降血脂功能为引子，着重讲解了不同谷物中β -

葡聚糖的含量对比、结构特征以及提取方法，并利用一维和二维核磁技术证明了β -葡聚糖内糖

分子的连接方式，为化学合成高分子量β -葡聚糖奠定了基础。崔教授还对β -葡聚糖的流变性

等物理特性以及应用进行了介绍，总结了他们实验室的研究成果。 

我院食品所三十多位师生参加了此次学术交流，通过现场交流、参观实验室等进一步加强

了双方的合作。此次报告会让我院师生对功能性食品成分β -葡聚糖有了更好的认识，提高了大

家的学术修养，并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功能性食品行业的热情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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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人才高地  加速学科超常规崛起 

来源：上海理工大学报 

经过几年的努力，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学科团队已形成了有竞争力的学术带头人队伍和稳

定而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专职教师的 69%，师资队伍的学位、学历、年

龄和学缘等结构趋于合理；学院教师共获得各类人才计划 20多人次；在 2012年教育部学科评

估结果中，生物医学工程排名第 17 位，作为新获博士点的单位，这一结果令人满意。这些成

绩的取得是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大力狠抓人才队伍建设结出的硕果。 

打破限制，积聚高层次人才 

2003 年医疗器械学院成立后，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规划与建设也成为学院的首要任务。

2005 年初，借教育部学科点申报工作之机，学院经过深入研讨后认为，本学科底子薄、人才

缺，在科研、教学等方面尚存在很大的不足，如果按照传统的学科发展思路，按部就班，势必

落后于发展潮流。人才是学科建设的根本，为此，学院确定了“超常规发展生物医学工程学科”

的设想，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提出要打破院系、学校、地区、海内外的限制，积聚各类高层次

人才。 

2007 年，学院专门研讨了《2008-2015 年人才发展规划》，根据学科方向，计划了每年引

进的人才数量，对现有青年博士的未来进行了规划。此后，学院不拘一格引进了一批高层次人

才，比如引进了常兆华、邓红文两位教授，分别成为微创医疗和生物信息方向的带头人，虽然

他们不承担教学任务，工作时间也是机动的，但他们在学科领域的影响力为博士点的申报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学院还制定各种政策，采取有力措施，培养年轻博士，使他们成为学科

建设的主力。 

凝心聚力，以项目打造高水平团队 

生物医学工程要求多学科的交叉才能更好地发挥学科优势，团队可以集群体之优势，形成

合力、聚为焦点，使知识和学科的纵深发展都得很好的延续。为此，学院积极提倡团队建设，

鼓励以科研项目为载体形成团队，目前，以几位教授为带头人的团队已经在学科建设中发挥了

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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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康复器械是“医疗器械知识服务团队”的主要方向之一，该方向的项目研发团队

始建于 2007 年，由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医学影像工程研究所、医疗器械工程研究所和实

验中心以及医专的部分科研骨干教授组成，2008 年获得上海市科委科技创新行动计划项目

后，学院根据项目需要各类人才的特点，又补充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成员，使其各自具备的技

术特长在这个团队里充分发挥用武之地，课题组成员中具有博士学位和副高职称的均占 50%

以上，他们都具有较强的医疗器械相关的研发背景，形成了老中青、高中级职称相结合的研

发团队。在项目组负责人徐秀林副教授带领下，根据每个成员不同的技术特长进行合理组合，

课题组成员团结协作，承担国家 863课题、上海市科委创新行动计划项目、上海市科委重点

科技攻关项目等，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已获得了 15项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4项软件著

作权授权，申请发明专利 10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8篇。项目组成员个个有干

劲、人人有成果，团队共培养了 2名博士、3名硕士，3名青年教师晋升了副教授技术职务，

以项目为载体建立的团队成为了培养科研人才的“摇篮”。科研成果的取得及团队对人才的

培养极大地推动了医疗器械工程和康复工程学科的发展。 

科学激励，低职也可获高薪 

学院的《考核和岗位业绩津贴发放办法》针对不同层次的教师，制定了灵活的考核方法，

充分激励每个人的科研积极性。其中一条为“低职高薪”，即某位教师年终考核绩点超过比

他高一级职称教师的平均绩点时，则该教师享受高一级职称的校内津贴，这使学院的科研管

理更具有科学性和激励性。同时，在岗位设置较为紧张的情况下，这一措施也可为教师的个

人发展打开了空间。国内外 30 多名博士加入学院，形成了学科建设的梯队，2009 年，学院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已经达到 50%，为发挥年轻博士的作用，促进他们科研能力的提高，学

院经过投票通过了《博士考核方案》，其考核指标比一般教师要高，这促使了博士们更努力

地工作，也增强了他们的责任感。此外，为了使年轻博士迅速成长，学院颁发了一系列激励

和考核文件，如《科研经费匹配与奖励文件》、 《东方学者计划经费资助论文版面费办法》

等。 

搭建平台，营造良好学术氛围 

为营造浓厚的科研氛围，为人才成长与发展营造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学院每年组织一

期博士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6期，该论坛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提供了相互交流的机会，

也为他们今后的科研合作打下了基础。从 2006年至今，学院出版了 156期《科研半月刊》，

发布课题、科研成果等各种科研信息，为教师的科研提供便利，更重要的是它时刻在提醒教

师们不要忘记科研和学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