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处在时代的转折处，医学教

育正面临人工智能等诸多机遇与挑

战，我们要主动拥抱、思考人与知识、

人与智慧的关系。以人工智能为例，

人工智能只有智能没有智慧，只有智

商没有情商，只是专才不是通才，而

医学需要能整合医学知识的人，这一

点是人工智能永远无法达到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

未来，希望借助 ChatGPT等新

一代 AI，将大数据和医学上复杂慢

病联结起来开展研发工作，尽快产

生跨学科的医学应用，如帮助肿瘤

病人实现早期诊断、为病人在诊疗

过程中的数据全程监控提供支持。

此外，医学是一门非常严肃的学科，

有 不 少 伦 理 上 的 约 束 ， 使 用

ChatGPT等新技术、新工具，需要引

导和规范。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

在医疗健康问题上，集生物学、

医学和人工智能等之大成，发展数

基生命系统，是未来智能医疗健康

的必由之路。

———清华大学生命和科学学院

兼职教授张学工

观点

ChatGPT 像一束绚烂的烟花吸引

了公众的眼球，让人们重新审视 AI技

术，并学会如何与之进行对话。那么，

以 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I）产

品或技术将给医疗行业带来哪些深刻

变革？

减轻就医导诊压力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智

慧医疗发展处处长王春鸣表示，互联

网医院是 ChatGPT这类模型首先能够

落地的场景。例如在互联网医院场景

下的使用，通过提升智能客服的能力，

可以大幅减轻就医导诊的压力。

王春鸣介绍，仁济互联网医院

2022 年的挂号量同比增长了 7 倍左

右，累计服务患者人次已经达到百万

量级。“互联网医院的就诊量正在急

剧上升，客服的能力远远跟不上，现

在有了 ChatGPT 这类强大的新模型，

可以极大地提升智能客服服务患者的

能力。”

据介绍，目前仁济互联网医院的智

能客服基于中国某互联网公司开发的

AI模糊算法，针对就医导诊问题的回

答准确率达 94%以上。王春鸣表示，中

国的相关智能工具目前可能还未实现

ChatGPT 的强大功能，但是应用场景

是可以逐步优化的。

“从医院角度来说，未来我们的互

联网医院在哪些功能方面有升级需求

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例如线上线下一

体化的导诊服务；对于建设方来说，就

是要解决技术问题，我们为此专门组

建了一个团队，将系统无法判断的问

题转到后台，由团队讨论给出答案，反

复对 AI 模型进行训练，进一步提升它

的能力。”王春鸣表示。

辅助诊断，提高效率

在辅助诊断方面，ChatGPT 等 AI

技术能发挥作用。去年，《未来医生白

皮书》调研显示，全球 80%的受访医护

人员表示，大数据将深度融入工作与

诊疗过程中，有助于医生制定更精准

的诊疗方案，提高决策效率。

去年 12月，谷歌发布了一个新的

医疗 AI 模型 Med-PaLM，并称经历了

一系列的考核后，该模型被证实“几乎

达到人类医生的水平”。

谷歌研究人员称，Med-PaLM在科

学常识方面的正确率达到 92%以上，在

理解、检索和推理能力方面也能达到普

通医生的水平，并且在克服隐性偏见方

面略胜一筹，但在实际应用方面仍有待

完善。

美国某科技公司的研究员指出，新

一代临床辅助决策系统（CDSS）依赖于

自然语言处理（NLP）的助力，只能处理

文本信息。相较之下，支撑 ChatGPT的

大型语言模型不仅包含了 NLP，还包

含诸多其他系统，使其具备整合电子病

例、图像以及检查数据、基因组甚至微

生物组序列信息的能力。

2020—2022年期间 FDA批准的 AI

项目显示，尽管辅助诊断与辅助治疗类

AI仍占据主流位置，但 CDSS类产品的

过审数量较 2020年前显著增加。

一 项 研 究 利 用 45 个 病 例 对

ChatGPT 诊断疾病的表现进行了评

估。实验结果发现，ChatGPT能够对 39

个病例做出正确诊断（准确率 87%），远

高于以前的症状检测工具，也高于旧版

ChatGPT 的判别能力（82%），因此，不

少专家认为 CDSS 是 ChatGPT 有效落

地的路径。

助力全生命周期管理

全球医生组织北京代表处首席代

表时占祥表示，满足全天候医疗保健需

求是 ChatGPT 重点扩展应用的领域之

一。如今，患两种及两种以上慢性疾

病，和每天需要医疗监护和健康管理的

慢病群体越来越大，目前的医疗保健模

式和家庭医生服务模式不仅无法满足

患者需求，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延误诊

治。而这正是 GPT驱动聊天机器人的

“主战场”。它们拥有更广泛的应用场

景，可全天候满足患者医疗和健康管

理需求，实时提供疾病管理和保健须

知，帮助人们预防疾病，减少并发症、

急性发作等。它可以作为可穿戴设备

的智能软件系统，对进行居家重症患

者全天候监测，实施个性化主动健康干

预，将数据与医生预设阈值加以比较，

提醒医生和患者是否存在风险，提醒潜

在高风险人群做筛

查并保持健康生活

习惯。

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以下简

称中山医院）副院

长顾建英同样表

示：“我们看好 ChatGPT 这类 AI 技术

在健康管理方面的应用前景。”中山医

院健康管理中心已经建立了健康风险

评估、疾病早筛早诊早治、干预随访的

全程健康管理体系，并通过构筑 5G 专

网下的健康管理数字孪生体系，真实

映射到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实现智

能决策和智慧管理。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医院心内

科主任葛均波看来，AI 临床应用结合

大数据将会极大延伸医疗服务“上下

游”，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AI医生在

慢病管理乃至手术领域均大有可为。

AI 助力将为患者从预防、发病、诊断、

治疗到院外康复的疾病管理全流程提

供智能解决方案。”

科研领域露锋芒

此外，时占祥表示，ChatGPT能改变

掌握知识技能的方式。智能手机已成为个

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为人们的

日常生活和工作带来诸多便捷。ChatGPT

或将以人们难以想象的方式，帮助医生不

断完善知识、更新技能。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信息中心

主任黄虹也有类似的看法。她认为，从

现阶段来看，ChatGPT 可以帮助医生

进行临床研究。由于临床医生压力大，

一方面要做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学

习大量的科研文献，难以兼顾。借助 AI

在信息检索、机器阅读和内容生成方面

的优势，可以帮助医生迅速匹配到相关

文献，并对文献的内容进行总结，在很

大程度上节约医生的时间。

不仅如此，生命科学界类似

ChatGPT 的智能工具已经在合成蛋白

质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加州伯克利的

一家初创公司采用类似 ChatGPT 的蛋

白质工程深度学习语言模型———

Progen，首次实现了 AI 预测蛋白质的

合成。这些蛋白质不仅与已知的完全不

同，相似度最低的甚至只有 31.4%，但

和天然蛋白一样有效。该研究已经正式

发表于 子刊。

“在蛋白质设计领域，不论是小分

子还是蛋白质分子，本质而言都需要生

成一些新的结构。通过融入 ChatGPT，

可以提升蛋白质设计的创新度和多样

性。”加拿大魁北克省人工智能研究中

心副教授唐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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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助力多元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