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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出未来医学人工智能模型演进与关键技术

近日，清华大学黄天荫教授、马维英

教授、李京山教授等联合国内外其他研

究团队在 上发表研究文章，围

绕医学人工智能模型的演进方向和关键

技术展开讨论，提出了通用医学人工智

能 （UMAI） 和通用健康人工智能

（UHAI）的概念，并总结了其中的关键

挑战和技术路径。

两个新的医学人工智能范式

医学人工智能作为重要的交叉学科

研究方向，近年来受到了来自学术界和

产业界的广泛关注。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快速发展，医学人工智能模型正从任

务特定模型转变为具备更强通用能力的

多模态模型（GMAI）。

然而，现有医学人工智能技术仍面

临着三方面的挑战。其一，当前模型未能

学习整合基于临床训练积累的“人类智

能”；其二，当前模型更关注疾病状态的

治疗，但忽略了从健康到疾病的演变过

程应用；其三，当前模型依赖从发达国家

收集的数据，忽略了缺少数据的发展中

国家的医学问题。

鉴于上述挑战，该研究提出了两个新

的医学人工智能范式：UMAI和UHAI。

UMAI和 UHAI的主要特点有：第

一，融合人类临床经验。UMAI模型关注

如何将人类在临床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

智慧嵌入模型，特别是同理心和直觉，从

而应对数据归纳、效率和价值观对齐等

方面的挑战。第二，整合临床外健康数

据。UHAI在 UMAI的基础上进一步扩

展了模型的应用场景，结合更多非传统

来源的临床外健康数据以全面理解个人

的健康和行为，从而实现更积极、主动的

个性化医疗保健。

关键技术解决医学需求

文章还针对 UMAI 和 UHAI 的实

现方式开展了讨论，其包含的关键技术

内容有以下方面。

健康数据整合与对齐：医疗数据和

非临床健康数据的融合理解对于提升医

学人工智能模型能力至关重要，因此需

要探索合适的解决方法。这里既涉及如

何对异质、多模态的健康数据进行融合，

也涉及如何实现复杂数据的对齐。特别

是在 UMAI到 UHAI的过程中，IoT 设

备、可穿戴智能设备等对于非临床健康

数据的采集同样重要。

人类价值观对齐：因为健康医疗场景

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除了像通用人工

智能技术的应用场景一样需要开发模型

与人类价值观的对齐方式，医学人工智能

还依赖医学情境下的价值观对齐和训练。

医疗暗知识注入：UMAI模型需要学

习人类的临床经验，特别是同理心和直觉

判断能力。以模仿学习为代表的强化学习

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人类的决策

过程，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模型的推理

和决策能力。大模型的思维链和思维树技

术将有助于这方面能力的提升。

医疗多智能体协作：会诊是医生在

执行复杂医学任务时采用的解决方案。

为了进一步提升对患者和疾病的整体理

解，医学人工智能模型应该具备类似的

协作和集体决策能力，因此，创建合适的

医疗多智能体协作策略将有效提升

UHAI的各方面能力。

强有力的基础模型：当前，以大语言

模型为代表的基础模型已成为处理不同

任务的核心，并逐渐取代传统的架构。未

来，针对医学人工智能各方面需求而量

身定制的基础模型及架构将带来快速的

整体技术进步。

研究人员指出，尽管医学人工智能

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在转化、应

用等方面仍存在一系列问题，而该研究

将 UMAI 和 UHAI 作为创新模型范式

试图弥补这些不足。它们将隐性知识和

非临床健康数据相结合，有望实现对健

康的全面理解。通过学习医疗保健人员

的临床经验，这些新范式有望构造更全

面的医学人工智能模型以应对医疗保健

领域的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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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本报讯近日，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性

病研究团队联合学校公共卫生学院、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和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

院神经内科采用荧光素酶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

高度免疫原性抗原 TP15、TP17 和 TP47 的血清

IgG抗体，用于开发非侵入性的神经梅毒诊断新

方法。相关成果发表于《临床微生物学和感染》。

传统的神经梅毒诊断方法通常需要进行侵入

性的腰椎穿刺，这对患者来说存在一定的风险和

不适。为了探索一种非侵入性的替代方法，研究

团队从北京和广州的两地队列中回顾性选择了

816名 HIV阴性的疑似神经梅毒患者，分别检测

他们血清抗 TP15、TP17 和 TP47 IgG 抗体水平。

通过逐步逻辑回归法在北京队列中开发了两个诊

断预测模型，并在广州队列中进行了外部验证。

该研究表明，血清抗 TP17和 TP47抗体在神

经梅毒诊断中具有良好的诊断能力，并显著提高

了神经梅毒诊断模型的预测准确性。该发现展示了

血清梅毒抗体检测作为神经梅毒诊断非侵入性替

代方法的潜力，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一种更加安全和

高效的诊断手段，可能替代传统的侵入性腰椎穿刺

方法。 （朱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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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微塑料带来的环境污染，以及对人

类健康的不利影响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

微塑料暴露的有害影响是否仅限于特定器官或

组织，还是对整个生物体产生系统性的威胁，例

如影响寿命长短等，仍是未解决的问题。

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简称

深圳先进院）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研究员刘畅

团队与李蕾团队合作，在《动物学研究》发表最新

研究，利用陆生动物黑腹果蝇为模型，对脑、肠以

及卵巢这几种组织器官进行系统比较，并结合行

为学与转录组分析等，发现饮食摄入微塑料会导

致睡眠结构紊乱、寿命缩短以及生殖力损害，并证

实了其对多条信号通路的基因毒性影响。

在该研究中，研究团队利用陆生动物模

型———黑腹果蝇，研究饮食摄入 1至 5微米微塑

料的系统性影响及其分子机制。结果发现，微塑

料的摄入会导致肠道损伤；短期的微塑料暴露会

导致白天睡眠片段时长增加、睡眠结构受到干

扰；终生暴露于微塑料会导致果蝇的寿命显著缩

短。除了个体健康，在繁衍能力上，会导致雌蝇卵

巢体积缩小、产卵率呈下降趋势。

尽管在果蝇大脑及卵巢内并未观察到微塑

料的存在，但脑组织及卵巢组织转录组分析表明

其基因表达受到干扰。

该研究表明，微塑料暴露的影响不仅仅局限

于特定器官组织，还系统性影响了生物体的健康，

包括寿命、睡眠和生殖力。同时，该研究在转录水

平上对微塑料暴露后器官、组织损伤与系统功能

之间联系的分子机制进行了深入解析。（刁雯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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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塑料暴露会扰乱睡眠结构、
缩短寿命并影响生育

微塑料。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