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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医学时代，医学信息学科如何发展？

“生物技术（BT）与信息技术（IT）

作为 21 世纪的两大热门技术领域，融

合发展相互促进，已成为新一轮产业

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医学信息学作为

‘医学 -卫生 -健康’的赋能之术，在

‘促、防、诊、控、治、康’六个方面和

‘语、药、械、食、居、环’六种方法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近日，在第四届中国

医学信息学学科发展大会上，中国医

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

院士指出，人类的先进技术优先应用

于医学和国防，此所谓“万学归医，万

技归军”。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

让人工智能真正赋能医学研究，以学

科发展带动技术创新，促进医学领域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搭建医学与智能融合的
创新平台

当今社会，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

一代信息科学技术是卫生健康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而医学信

息学作为一门贯通医学、信息科学、数

据科学、智能科学与工程技术的交叉

学科，肩负着重要的时代任务。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党委书记、副院校长邓海华强调，在智

能医学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应积极拥

抱新技术，打破学科壁垒，借助新一代

信息技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数字

化教育框架，共同搭建医学与智能融

合的创新平台。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规划评估

处三级调研员施韵指出，医学信息学作

为信息科技和医学健康相结合的产物，

是推动卫生健康科技高质量发展的一

支重要力量。她希望医学信息学学科

在未来的发展中，统筹教育、科技、人

才一体化推进，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激发充沛的创新活力，加强成果的创

新转化，因地制宜应用新质生产力促进

学科高水平发展。

随后，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尔丹在题

为《数智化健康，有组织护航》的报告

中指出，数智赋能医疗卫生事业高质

量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正在重塑传统的医药卫生模式，AI 赋

能健康医疗有望成为我国健康科技跃

升的潜在突破点和增长点，医学科学数

据成为了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他呼

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以健康需

求为指引、科技创新为驱动、科研管理

为支撑，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振常的报告题

目是《人工智能赋能医学影像：现状与

创新》。他从数据采集数字化、数据显

示实时化、数据传输网络化、影像观察

多维化等十四个方面探讨了医学影像

重构的表现形态，分析了医学影像 AI

应用的现状与瓶颈，以及北京影像云平

台开拓的医学影像服务新模式。他指出，

医学影像 AI应从多维度赋能影像医学

的全流程，从整体观、全面性、全流程构

建人工智能系统，将新一代人工智能技

术投入到临床，重构智能影像医学。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信息统计

处一级调研员沈剑峰在《智起新质生产

力：人工智能助力医疗健康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报告中强调了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对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效率

以及患者就医体验的关键作用，对未来

人工智能与健康中国的深度融合进行

了展望。

多维度展示智能路径

“人工智能赋能卫生事业发展”专

题报告环节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

息研究所书记朱明主持。北京大学健

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副院长张路

霞、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林浩

添、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徐波、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吴及分别以

《数智赋能肾脏病防控管理》《基于智

能手机的眼健康自我管理新模式》《通

往智能肿瘤学之路》《医疗垂直大模型

探索》为题进行了报告。

“人工智能推动科技创新”专题报

告环节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

究所副所长钱庆主持。浙江大学国际

联合学院副院长吴健、北京师范大学院

长李韬、广东省人民医院教授梁会营、

华为公司总经理李强的报告题目分别

为《医学人工智能探索创新》《人工智

能的社会伦理风险及治理》《多模态多

尺度医学数据智能化应用新探索》《昇

腾人工智能领域探索与实践》。

“人工智能引领学科建设”专题报

告环节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

究所副书记张元主持。西南医科大学教

授娄岩、重庆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院院

长赵文龙、哈尔滨医科大学生物信息科

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徐娟、云南白药集团

AI创研总监孟得力分别以《智能技术赋

能医学转化》《协同建设，差异发展———

智能医学课程设置实践》《医路直达，智

护万家———生物信息学助力精准医学》

《人工智能时代，云南白药在医药健康领

域的创新实践》为题进行了报告。

此外，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全国高

等学校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第一轮规划

教材启动仪式”、“医信杯”医学人工智

能应用主题大赛启动仪式，发布了全国

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十四五”重

点项目“中国医学卫生健康自主知识体

系构建路径研究”的优秀成果并颁发证

书，同时召开了以“医智结合：探索智

能医学工程教育的新范式”为主题的圆

桌论坛。

最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

究所所长刘辉在闭幕致辞中倡议行业

同仁进一步聚焦关键技术，加强人才培

养，携手推动学科资源整合与协同创

新，全面促进本领域研究、教育和实践

的跨越式发展。

据悉，此次大会由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学信息研究所承办。院士专家以“智

能医学时代：医学信息学学科的创新发

展”为主题，布局谋划智能医学时代医

学信息学科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共同

推动医学信息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与技术创新。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据新华社电 到 2030 年，老年期痴

呆预防、筛查、诊疗、康复、照护综合连

续防控体系基本建立，老年期痴呆患

病率增速得到有效控制，老年期痴呆友

好的社会环境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记者近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

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

委、教育部等 1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应

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

2030年）》，提出以上相应目标。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和人

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老年期痴呆患

者数量持续增长，给个人、家庭和社会

带来严峻挑战，已成为影响人民健康的

重大社会问题。

行动计划提出 7项主要任务，包括

宣传老年期痴呆防控科普知识、开展老

年期痴呆筛查与早期干预、提升老年期

痴呆规范化诊疗服务水平、增加痴呆老

年人照护服务供给、构建老年期痴呆友

好的社会环境、强化应对老年期痴呆的

科技支撑能力和加强应对老年期痴呆

对外交流与合作。

围绕 7 项主要任务，设置 9 个项

目专栏，包括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主

题宣传活动项目、认知功能筛查和早

期干预能力提升项目、“守护记忆”社

区认知训练活动站项目、老年期痴呆

全病程服务协作网项目、老年期痴呆

相关专科医师培训项目、痴呆老年人

照护专区（单元）建设项目、痴呆老年

人照护人员培训项目、“黄手环”痴呆

老年人关爱行动项目、老年期痴呆信

息管理项目。

根据行动计划，到 2030年，痴呆防

控科学知识基本普及，老年人认知功能

筛查全面开展，老年期痴呆风险人群得

到早期干预，规范化诊疗机制更加完

善，照护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同时，100

张床位以上且具备相应服务能力的养

老服务机构痴呆老年人照护专区（单

元）设置率达到 50%，痴呆老年人照护

人员培训数量累计达到 1500 万人次。

（李恒 董瑞丰）

到 2030年我国老年期痴呆综合连续防控体系基本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