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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学科组： 工科组

第十五届福建青年科技奖

推荐评审表

人选姓名 童 同

专业专长 计算机

推荐单位

工作单位 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中 共 福 建 省 委 组 织 部

福 建 省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 建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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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表内有关内容请用钢笔填写，字迹要清楚；或用计算机打印完成。

2．专业专长：现所从事的具体专业，对照以下具体专业填写。

3．学科组：根据被推荐者的专业专长，按以下 5个学科组（理科组、工科组、

农科组、医科组、综合组）填写（具体专业不填），分组情况如下：

理科组：数学 物理 力学 化学 地理 地质 地震 海洋 气象 生态 环境科学

动物 植物 昆虫 微生物 遗传 心理 珠算 生物化学 自然资源 天文 细胞生物 实

验动物等

工科组：机械 农机 电机 土建 硅酸盐 造船 铁道 公路 航海 航空 港口 交

通运输 通信 煤炭 计算机 电子 制冷 轻工 造纸 纺织 甘蔗糖 盐 二轻 工艺美

术 皮革 塑料 家具 印刷 包装 烟草 水利 水力发电 核 能源 化工 兵工 金属

测绘 遥感 工程图学 仪器仪表 计量测试 分析测试 标准化 自动化 消防等。

农科组：农学 林学 畜牧 水产 兽医 农业工程 林业工程等

医科组：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药学 中医 中西医组合等

综合组：管理科学与工程 其他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 交叉学科等。

4．重要科技获奖情况：指获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部委、设区市

主要专业奖励的情况，包括国外获奖情况。奖励等级和排名按获奖证书等级和排名

填写，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5．编号由福建青年科技奖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填写。

6．社会职务：指担任设区市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会代表及以上职

务。

7．主要业绩：指作出的突出贡献、学术技术水平和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

（限 300 个汉字，含标点）

8．主要工作经历：简要填写主要的工作及专业技术经历。

9．工作单位意见：指被推荐人工作单位对被推荐人的德、才、绩评语。

10．推荐单位意见：应完整填写推荐理由。

11．纪检监察、综治部门意见：按干部管理权限征求意见。

12．发表论文和专著情况：填写最能代表本人水平及成就的论文、著作，注明

刊物或出版社名称、发表或出版时间、EI 或 SCI 收录情况等。

13．备注：表格中未包括的需说明的事项，可填入备注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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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信息

姓 名 童同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86年6月

籍 贯 安徽 党派
中共

党员
学历

博

士
学 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及专业

英国帝国

理工学院
计算机 专业专长 医学影像分析

工作单位

与行政职务
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技术

职 称
研究员

国内外学术

团体职务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

略福建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委员

社 会

职 务
无

身份证号码 340827198606196318

联系方式

单位电话
0591-87862050

邮 编
350116

手 机
13075880619 电子信

箱

ttraveltong@gmail

.com

通信地址 福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阳光科技楼北 623

二、主要学历（从大专或大学填起，6项以内）

起止年月 校（院）及系名称 专 业 学 位

2004.09–2008.07 北京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 生物医学工程 学士

2008.09–2011.0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科学与技

术系
生物医学工程 硕士

2011.10–2014.09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计算机系 计算机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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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工作经历（8 项以内）

起止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2014.10 – 2015.11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副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

2016.01 – 2016.11 美国哈佛医学院 研究员（Research Fellow）

2016.12 – 2019.05 福建帝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2019.06– 至今 福州大学 教授

四、重要学术任（兼）职（8项以内）

起止年月 名 称 职务/职称

2019.06-2023.05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福建研究院学术

委员会
委员

2018.07-2019.11
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中科院 SCI 二区期刊)
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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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科技奖项情况（8 项以内）

序号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奖励等级（排名）

六、获重大人才培养奖励计划、基金资助项目情况（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计划、千

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5项内）

序号 年度 项目名称

1 2018 福建省闽江学者特聘教授

2 2019 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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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主要科学技术成就和贡献

申请人博士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计算机系，师从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和英国医学科学院

院士 Daniel Rueckert教授，主要从事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的相关研究，特别在脑影像分析和脑疾病

的辅助诊断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研究成果。申请人独创性地将字典学习引入医学图像分割领域，

更加准确地提取基于医学影像的生物标志物，进一步地应用于阿尔兹海默病的预测和老年神经退

行性疾病的诊断，预测和诊断正确率并达到世界最好水平。由于申请人在博士就读期间的突出研

究成果，申请人的博士论文被答辩委员会评定无需任何修改，直接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成为帝国

理工计算机学院近年来第一位得此荣誉的博士研究生。

申请人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以及麻省总医院工作期间，作为 Freesurfer创始人 Bruce Fischl教授

团队的重要成员，主要研究于功能磁共振影像的配准和大脑皮层功能区的精准划分，在国际上首

次提出 fMRI密度特征图和边界特征图，利用这些特征图可以较好的区分个体特异性，并为不同个

体的功能区匹配提供了更好的驱动特征。申请人所提的技术正被整合到哈佛大学开源脑影像分析

软件 Freesurfer中。由于 Freesurfer的用户包含了数以万计的研究者和医生，该技术将会被广泛使

用。此外，申请人还参与了基于 7T磁共振影像的大脑皮层提取和功能区域划分的研究，在更加精

细的尺度上分析了疾病给大脑皮层分区带来的影响。

申请人参与过欧盟第七框架计划项目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分别在

医学影像分割、脑影像分析、基于多模态的阿尔兹海默病的预测和基于医学影像的老年神经退行

性疾病的诊断等研究方向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具体如下：

（一）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基于稀疏编码和字典学习的医学图像分割的创新方法

在众多 3D 医学图像分割技术中，基于多图谱配准的分割技术在国际上最为成熟。这项技术强

烈依赖于图像之间精确的配准。然而，由于人体解剖结构的差异以及成像设备噪声的影响，某些

个体 3D 图像不能够进行有效准确的配准，从而导致分割误差较大。申请人在博士就读期间研究并

开发的基于块状的多图谱分割技术，可以有效的克服配准误差的影响，其分割正确率已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具有明显的创新性。本技术充分利用图像的稀疏特性，在国际上率先提出结合字典学

习等先进技术，能够快速准确的提取多种不同的解剖结构。利用传统的多图谱分割技术，对 202

套 3D 磁共振图像的海马体进行分割，其 Dice 系数只有 80%。而我们提出的基于块状的多图谱分

割技术，对同样的数据进行分割，Dice 系数可达 89%以上，充分显示我们技术的优越性。另外，

该算法能够非常快速的将感兴趣区域提取出来。如大脑海马体的提取，只需要 4-6 分钟，而专家

手动分割则需要几个小时，大大提高了诊断效率以及精度。另外，申请人还与日本名古屋大学的

Kensaku Mori 教授（MICCAI 2013 大会主席）合作，结合字典学习和多尺度加速技术，不仅提高

了 CT 腹部图像不同器官的分割精度，同时还加快了高分辨率 CT 图像的分割速度。相关研究成果

已发表在国际会议和期刊上（STMI2012,NeuroImage2013,TMI2013,MedIA2015，IPMI2015），其中

NeuroImage2013(中科院神经影像一区期刊)文章中的工作已将相关代码开源，并被引用 148 次（谷

歌引用统计），相关工作已被同行广泛使用。

（二） 成功的开发了基于多模态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诊断和预测方法

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及早地被发现并在早期积极治疗，可以控制病情的

发展和恶化。申请人在博士期间重点参与了欧盟项目基于多模态的阿尔兹海默病的诊断和预测。

申请人提出利用稀疏特征选择的技术找到阿尔兹海默病与正常人在磁共振图像上的局部差异，并

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引入多事例学习技术，极大地提高了阿尔兹海默病的诊断正确率（MICCAI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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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2014）。进一步地，申请人在国际上率先提出解剖区域 AD 值作为生物标记参数（TBME2016），

可以预测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在 3 年内是否会发展成为阿尔兹海默病，预测准确率为 84.1%，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相关的源代码也已公布。另外，申请人还利用非线性图模型融合多模态生物标记特

征，进一步提高阿尔兹海默病的诊断和预测的正确率（MLMI2015,PR2017）。申请人的部分研究成

果已经被英国医学影像的上市公司 IXICO 采用,从而能被更多的医生使用。

（三）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区分多种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创新方法

申请人在帝国理工的博士后工作期间，作为核心人员参与了欧盟第七框架项目“老年神经退

行性疾病的临床诊断”（421 万欧元），与荷兰、芬兰和意大利等研究学者和医生合作，一起收

集和处理 800 多套病人的数据，并定期组织会议讨论项目进展。在本项目中，申请人提出了一种

全新的方法（NeuroImage Clinical 2017），用于诊断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所包含的多种类型，

能够成功区分血管性痴呆、阿尔兹海默症、路易小体痴呆和额颞痴呆等不同疾病类型，辅助了临

床医生对于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诊断。尤为重要的是，在临床收集的病例中，不同种类疾病的

样例数量极度不平衡，给诊断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因此，申请人提出使用基于随机子样本的

Boosting 算法，有效解决了训练样本的不均衡问题。此外，我们的系统不仅可以对老年神经退行

性的疾病类型做出诊断，而且还能提供 3D 大脑区域预测分数，能够 3D 可视化显示出患者大脑的

哪一部分区域受到疾病的影响及受影响程度。大量的实验结果表明，申请人所提出的创新方法非

常有效，此研究具有极高的临床应用性，对于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诊断帮助极大。

（四）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功能性磁共振图像特征图

在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比较不同组的功能图像时，如比较疾病组和健康组的 fMRI

图像的差异，需要保证被比较的体素在相同的功能区，否则比较是没有意义的。针对此问题，申

请人在哈佛大学工作期间上首次提出了一种全新的 fMRI 特征图，分别是 fMRI 密度分布图和 fMRI

边界分布图。利用所提出的分布图作为特征驱动 fMRI 图像的配准，可以有效提高不同个体的功能

区对准，比目前国际上最好的 MSMAll 算法（牛津大学研发）的配准效果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从而

能够更加准确的比较不同组之间在 fMRI 图像上的差异。相关的研究成果最近已被 NeuroImage(中

科院神经影像一区期刊)录用发表。此外，申请人所提的 fMRI 特征图可以有效反映个体功能区的

特异性，可以作为个体的身份标识，能够有效区分不同人所采集的 fMRI 图像，识别准确率达 97%

以上。这些实验结果充分说明申请人所提出的 fMRI 特征图能够准确的描述个体的大脑功能结构特

征，为 fMRI 图像的个体或者群体比较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依据。申请人所研发的配准技术已在哈佛

大学内部使用，并整合到哈佛大学的开源软件 Freesurfer，已有较多的研究学者和医生能够使用

此技术。

（五） 成功开发了基于 7T 磁共振影像的大脑皮层提取和功能分区划分的技术

申请人作为核心人员参与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R01 项目的研发，具体是利用 7T 磁共振和

OCT 分别对大脑皮层进行离体成像，并开发大脑皮层的提取和功能区划分的算法。Freesurfer 所

提供的算法仅限于 1.5T 或者 3T 磁共振图像的大脑皮层提取，不能有效对 7T 磁共振图像的大脑皮

层提取。申请人成功开发了一种方法，可以直接从 7T 高分辨率磁共振图像中提取大脑皮层，并做

相应的功能区划分，形成精细的大脑功能地图。



8

八、主要科学技术成就、贡献与参评亮点

请申报人对自己已经取得的主要科研、学术成果和社会经济效益方面进行概括和

浓缩，着重阐明本人在其中所发挥的主要作用（突出贡献和创新点），为评委准确、

客观评审提供参考（300 字以内）。

申请人作为首要贡献者，已发表的突出贡献和主要创新点包括：

（1）针对医学影像的分析工作，与国际技术研发前沿同步，可以从磁共振影像和 CT

影像等数据中有效提取量化指标并形成生物诊断标记物，从而实现疾病的智能辅助诊

断，提高我国在智慧医疗应用领域的技术竞争力。

（2）研发了一种有效的阿尔兹海默病生物诊断标记物，能够在早期检测由疾病引起的

细小病变，提供早期诊断的量化特征，为医生在早期进行干预和制定治疗方案提供辅

助信息，提高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同时降低社会经济成本，具有重要的临床应

用价值。

（3）更加高效地利用临床多模态数据，有助于提高疾病的早期诊断正确率。目前已在

诊断老年神经退行性疾病达到很好效果，能够成功区分血管性痴呆、阿尔兹海默症、

路易小体痴呆和额颞痴呆等不同疾病类型。

（4）利用字典学习和深度学习等智能技术，提高 3D 医学影像的器官分割精度，应用

于器官的 3D 打印，可指导术前的手术规划，为复杂性器官术前开展个体化的手术方案

规划、手术方案的优化与验证提供新的手段，在临床上具备广泛的应用前景。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申请人已经与福建省肿瘤医院（胃癌病理影像辅助诊断）、

福建省协和医院和孟超肝胆医院（3D 影像建模与打印方向）开展紧密合作，并联合申

请获得福建省科技厅重大专项等项目的支持，以通过计算机和机器学习的相关技术，

提升我省医院在智能辅助诊断的应用落地。



9

九、发表论文、专著的情况

已发表 SCI期刊论文包括：
[1] Tong Tong*（童同）, Iman Aganj, Tian Ge, Jonathan R Polimeni, Bruce Fischl. Functional Density
and Edge Maps: Characterizing Functional Architecture in Individuals and Improving Cross-subject
Registration. NeuroImage, 158:346-355, 2017.
[2] Tong Tong*（童同）, Qinquan Gao, Ricardo Guerrero, Christian Ledig, Liang Chen, Daniel Rueckert.
A Novel Grading Biomarker for the Prediction of Conversion from MCI to AD.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64(1):155-165, 2016.
[3] Tong Tong*（童同）, Robin Wolz, Zehan Wang, Qinquan Gao, Kazunari Misawa, Michitaka Fujiwara,
Kensaku Mori, Joseph V. Hajnal, Daniel Rueckert. Discriminative dictionary learning for abdominal
multi-organ segmentation.Medical Image Analysis, 23(1):92-104, 2015.
[4] Tong Tong*（童同） , Robin Wolz, Qinquan Gao, Ricardo Guerrero, Joseph V. Hajnal, Daniel
Rueckert. Multiple Instance Learning for Classification of Dementia in Brain MRI. Medical Image
Analysis, 18(5):808-818, 2014.
[5] Tong Tong*（童同）, Robin Wolz, Pierrick Coupé, Joseph V. Hajnal, Daniel Rueckert. Segmentation
of MR images via Discriminative Dictionary Learning and Sparse Coding: Application to Hippocampus
Labeling. NeuroImage, 76:11-23,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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