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医疗和人工智能（A I）碰撞出了相当

多的火花，我国也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 A I的发

展。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工业互

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

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A I技术的发展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其商

业落地自然也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撑，医疗信息行

业数据庞大的特性使其有天然优势与 A I结合，医

疗健康的智能化势在必行。

A I医疗是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基础设施的

搭建及数据的收集，将 A I技术及大数据服务应

用于医疗行业中，提升医疗行业的诊断效率及服

务质量，更好地解决医疗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等

问题。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展 A I医疗的过程中，

我们也逐渐认识到 A I医疗的发展对人类会产生

潜在的负面影响，患者的隐私保护、医疗损害赔偿

的责任认定以及衍生的伦理性问题皆日益凸显。

本期编辑部为大家整理了 A I医疗的应用场

景、当前 A I医疗的发展重点、如何提升 A I医疗的

实用性和专家学者对 A I医疗伦理问题的看法，供

读者思考探讨。 （详见 4~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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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林：设置国家精神疾病
医学中心意义重大02

针对我国精神障碍负

担不断加重、精神卫生资

源分布不均衡、精神障碍

防治面临诸多困境的现

状，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

心的设置对于精神卫生事

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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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家药监局组织召开

集采中选药品质量监管工作推进会，总

结前期工作，交流监管经验，分析安全

形势，对集采中选药品质量监管工作进

行再强调、再动员、再部署。

会议指出，推进实施药品集中带量

采购，是党和政府有效保障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大决策，在降低

药品价格、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三医联

动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药品

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

背景下，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加强集采中选药

品监管的重要性，找准风险隐患和薄弱

环节，强化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守好

质量安全底线，服务好集采工作大局和

医改工作全局。

国家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果对

当前集采中选药品的质量安全形势进行

了分析，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一是着

力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政策宣贯和法

规培训，强化企业关键岗位人员的法律意识、质量

意识、合规意识；通过全覆盖监督检查和产品抽检，

督促企业持续合规生产经营、严控药品质量风险；

督促企业健全全生命周期管理，落实全过程追溯管

理责任。二是建立健全监管台账，对中选药品实施

“一企一策、一品一档”，坚持问题导向，实现监管信

息共享，以信息化手段提升监管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是努力形成监管合力，统筹运用各种监管手段，

充分调度各层级监管资源，改进跨部门协作机制，

及时识别、控制风险，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黄果强调，药品监管部门要在集采中选药品

监管工作中勇于担当、尽职履责、抓实抓细，加强

风险排查处置，以药品一隅之稳为全国大局之稳

作出更大贡献。 （丁思月）

“一个人、一个团队的能

力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可以

汇聚更多力量，并编织成一个

网络，那么星火相拥必将光明

一片。”每当看到患者愁容满

面而来，喜笑颜开而归，他就

会更加热爱医生这份职业。

08 熊德海：
以患者需求为前进动力

侯云德在科研实践中始

终秉持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不盲目迷信权威，足履实地、

攻坚克难，为我国医学分子病

毒学、基因工程学和生物技术

的产业化以及传染病控制等

作出了重要贡献。

07 侯云德：
足履实地“斗”病毒

医疗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