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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授业
为中国“智”造
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一部好的文艺作品一定是源自生活、高于生

活，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管理理论应该是源自实

践、高于实践。”杨善林院士一直将管理科学比作文

学艺术，作为一名教师，杨善林带领团队克服各种

困难，攻克了一项又一项科技难题，也为中国“智”

造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

1992 年，“网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个新

鲜词。国务院电子信息系统推广应用办公室批准

立项的重大课题“安庆石油化工总厂计算机辅助管

理及生产过程实时监测系统”公开招标。当时的杨

善林刚从德国进修回国，他在合肥工业大学校园里

招募志同道合的人才，张罗起一支科研队伍。

凭着“拼命三郎”的劲儿，杨善林带领团队开启

了我国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理论研究与系统开发工

作。而这套光纤系统网络图，是杨善林花了20多天

的时间，铺在床板上一点点画出来的。“家里能放下

这么大画图板的，就只有床了。”杨善林回忆。企业

一线条件艰苦，杨善林由于腰椎间盘突出住进了

医院。但他没有选择安心休养，而是将团队成员

悉数集合，把病房当成了第二研究室，围在病床边

开展起了项目讨论。经过 3 年研发调试，国内首

个企业管理局域网建成，这也标志着中国企业管

理步入计算机网络管理时代。今天，这支团队已

经成长为一支思想素质过硬、师德师风优良、科技

创新能力强、潜心教书育人、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

合理的教师队伍。

强烈的爱国精神、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崇高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团队人才培养的首要目

标。“作为一名教师，必须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无

私的奉献精神、宽广的胸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和精深的业务水平，必须事

事、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为人师表，才能赢得

学生发自内心的尊敬，才能深刻地影响学生，才能

教育好学生。”杨善林如是说，也如是做。

近十年来，团队为中国的管理学科培养了数百

名硕博士研究生，输送了一大批高层次创新型管理

人才。杨善林院士被评为国家教学名师和全国模

范教师，荣获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团队获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入选首批“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学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名列全国前5%。

合肥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余其俊表示：“学校将

以杨善林院士为榜样，教育引导广大教师坚决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勇攀科研高峰，培养时代新人，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杨善林院士演示智能医疗装备

“拼命三郎”杨善林：
把科研成果应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想找杨院士很容易，只要没出差，不是在实验室就是

在办公室。”在合肥工业大学，有着“拼命三郎”之称的杨善

林，从来没有节假日的概念。作为我国管理科学与信息系

统工程专家，年逾古稀的他为科学奋斗了 40 余年，勇攀高

峰，勤勉不辍，2013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个特殊的春节前后，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为

了尽快投入疫情防控一线，杨善林一边带着丁帅、李霄剑、

欧阳波、顾东晓等一批年轻教授日以继夜奋战在科研一线，

同时又组织焦建玲、蒋翠清等骨干教师迅速开展“疫情的外

延影响与风险分析及政策建议”的研究，就疫情对社会经济

发展的影响及风险进行分析，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能力建设等提出了建议。最忙时，一天工作20个小时。

为了尽快摸清实际需求和技术瓶颈，杨善林带着团队大年

初四就来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向

一线救援医生和相关技术人员采集第一手资料。经过多轮面

对面的交流，系统的架构、研发和实施方案很快被确定下来。

大年初八那天，杨善林带领团队与合肥德铭电子公司

联合研发的基于云的智能移动新冠肺炎防控远程交互服务

系统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等疫情防控一线成功应用。经过紧张的日夜奋战，团队联

合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迅速将移动远程会诊技

术应用于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等武汉疫情防控最前线。

这套系统能够实现隔离病房患者、病区医生和异地指

导医生的移动远程交互与医学影像、医学文本、电生理信号

等多模态数据交互。同时，该系统在实现数据交换、解析、

分析和权限控制能力同时，可对数据进行严格保密，从而保

护患者隐私。在疫情暴发期，能够降低医护人员交叉感染

概率，减少医疗资源消耗，提高救护效率。

和时间赛跑 科研成果为疫情防控贡献安徽力量

系统的快速应用源自团队数十年来打下的坚实基础。

多年来，杨善林带领团队面向我国促进人民健康和保卫国

防安全的重大需求，在智能医疗装备和人工智能系统研发

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广泛应用于我国分级诊疗、

应急救援、海军舰艇卫勤及航空航天领域。杨善林说：“围

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工作是科研人员的本职，如果能将个

人的科研事业融入国家命运中，我深以为幸。”

命运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2016 年 4 月 16 日，由杨善

林主持研发的智能微创诊疗装备系统登上“辽宁舰”，随舰

官兵在长时间远洋环境下，再不会因为急病转运陆地医

院。目前，这套移动微创装备已经搭载“微山湖号”综合补

给舰等多艘我国海军大型舰艇。

2019 年 5 月 10 日，一台特殊的胆囊切除手术正在池州

市石台县人民医院进行。通过 5G 网络和系统平台，256 公

里外的安医大二附院内，普外科、放射科、肿瘤科等多位专

家如同身处石台县手术现场，实时查看患者的腔镜视像和

多模态病案资料，并对主刀医生的手术操作与紧急处置给

出同步精确指导。

这是我国第一例基于 5G 网络的远程机械臂协作手

术。团队与合肥德铭电子公司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智能微创

医疗装备系统及“德医云”服务平台，基于5G网络成功实现

了微创手术过程中的多科会诊、远程指导、机器人操控、手

术质控、远程示教等医疗应用，使移动远程协同手术突破时

空限制，为医疗资源匮乏的广大基层地区提供切实保障。

依托高端微创医疗装备系统，实现高水平医学专家对基

层或野外医院手术诊疗的远程实时指导，可大幅提高基层医

疗机构的微创手术水平，有效解决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

难题，在分级诊疗、灾害救治、战场救援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该套装备系统已经在多家大型三级甲等医院、县

市综合医院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多个重要科室推广应

用。该套设备也将装配我国新一代移动救援方舱，并可搭载

在大型医疗运输机上，从而实现了大型移动医院的战略投送。

瞄准国家需求 智能微创诊疗系统登上“辽宁舰”

杨善林院士带领团队在实验室研讨杨善林团队研发的智能医疗装备

“能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应用到国家最

需要的地方，是我们高校教师和科研人

员最大的追求。”4月15日，在得知火神

山医院正式休舱闭院的消息时，中国工程

院院士、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杨善林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位72

岁的老人带领科研团队与企业紧密合作，

从春节至今一直奋战在实验室里，整合前

期科研成果，将智能移动医用远程交互服

务系统技术应用于疫情防控一线的大型

医院。 □ 记者 于彩丽/文 张倩莹/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