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AI）技术迅速发展，

ChatGPT、Sora等大模型的横空出世，生

动地展示了科技对现代社会的深远影

响。很多以前耗时费力的工作，如今在

AI的帮助下都可以“一键生成”了。

我是一名肝外科医生，从医四十多

年，做过逾万台大大小小的手术。以前，

为了精准定位、发现隐藏病灶，我们每

次在手术前都要翻阅厚厚的患者病历

和医学影像资料。

然而，最近几年，三维重建及可视

化技术的日益成熟，给外科手术带来了

新变化。利用基于大数据模型的新技

术，医生为患者肝脏进行影像学扫描

后，通过手机应用就能得到一组高清的

三维影像数据。依靠这些可视化的数

据，医生能清晰地观察到每一根微小的

血管，规划的手术路径可以更精准，从

而进一步提升手术的成功率。

原本依赖医生经验与感觉判断的

工作，在智能化与数字化的辅助下，边

界也没有那么绝对了。

但与此同时，也许另有一个“我”正在

为学生上课，还有一个“我”正在参加学术

会议。这些看似科幻的场景并非遥不可及

的未来———“他们”都是我的“数字分身”。

事实上，数字孪生医生已经逐渐成

为我们医院医疗团队中的重要成员。这

些“数字分身”会对“生物人医生”原型

进行建模与仿真，而不仅仅是知识结构

的复制和经验叠加。“他们”能代理完成

辅助问诊、患者教育、科普宣传、专业授

课等任务，甚至能通过分析患者医疗数

据、模拟病情进展、预测治疗效果，实现

知识的融合与迭代。

学会发挥个人创造力

这些现象让我不禁反思：在知识

触手可及的时代，我们的学习是否仍

有意义？

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医生们需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获取并消

化庞大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人工智能凭

借大规模数据训练与强大计算能力，通过

简单的语言交互，短时间内就能概括某一

领域的核心技术要点。用户只需要提出需

求，几秒钟内就能获得专业解答。

我们都体会过人工智能带来的便

捷，但它的出现，也引发了人们的焦虑。

在一定程度上，人工智能缩小了人与人

个体间的能力差距，模糊了精英与大众

的界限，同时也在不断刷新人类可能被

替代的职业版图。

我有几点思考想与大家分享。

把对未知的畏惧，转变为对世界的

好奇。创造力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个人发

展的重要因素，它往往源自人们对未知

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而畏惧则会限

制人们的思维。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不

断接触新知识、新技术，以及参与各类

实践项目和科研活动，保持对未知的好

奇、对新知的渴望，这将成为前进的动

力，也是让创造力萌芽的沃土。

把对人生的浅尝辄止，深化为对人

性的深刻洞察。人脑并非程序，每一个决

策都是认知、情感、道德等多方面因素的

综合体现。比如，医生虽然是从书本中获

取专业知识，但他们在临床中面对的是鲜

活的生命，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如何做出

更加精准、富有温度、贴近人性的决策，情

感、文化、背景等都是必须考量的因素。因

此，在认识和探索世界时，我们不仅需要

理性的指引，还要修炼“情商”，学着去洞

察和理解真实的人性。

把成长中的孤军奋战，凝聚为团队

合作的力量。没有哪一项伟大的成就是个

人单打独斗的结果。学会合作，意味着学

会倾听、尊重和融合不同的思想和专长，

学会用团队的合力推动发展、走向成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曾在 60年前开创

了国内治疗疑难杂症的先河———多学科

合作。其实就是针对复杂的疾病，多个相

关学科专家给出综合诊疗意见。在团队合

作中，我们可以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为知

识注入鲜活“血液”。

把对梦想的憧憬，转化为脚踏实地

的行动。梦想与现实之间，或许横亘着千

山万水，只有不懈地努力与坚持，才能架

起通往梦想的桥梁。敢于梦想，更要敢于

行动。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

成。每个人当下的选择和努力，都是在为

自己的未来描绘蓝图，只要迈出步伐，无

论大小，都值得为之喝彩。

该如何拥抱未来

在某人工智能软件上，我曾问过一

个问题：你会取代人类吗？它的回答非

常智慧：将人工智能与人类进行全面比

较，并讨论其是否能完全取代人类，是

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问题。

为什么是“复杂且多维度”的呢？人工

智能在处理大数据、高速计算、执行重复性

任务等方面拥有惊人能力。但我们也要看

到，人性中的创造力、同理心、道德判断等

特质，仍是目前人工智能难以企及的。

我们正身处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新知识、新技术层出不穷，这意味着必

须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然

而，单纯依靠死记硬背和刷题的“做题

家”思维，永远无法超越人工智能。

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巧

妙地把握机遇，既不迷失于技术的洪

流，也不放弃人类智慧的光芒。

希望大家都能怀揣对科技的敬畏，

以好奇为帆、勇气为舵、智慧为桨，以全

面、包容的心态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前不久，有人记录下了在中山医院

智慧病房里的这样一个场景：一名患者

术后在病房走廊里散步时，被一旁执行

消毒任务的机器人吸引，并没有注意到

自己的智能输液架亮起的补液提示。而

责任护士通过智慧输液系统和智能预警

系统远程监测到这一情况，及时找到患

者更换输液袋，避免了潜在风险。这或许

正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人类与科技

的和谐共荣。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原文刊

载于《健康报》，略有删减）

医者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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