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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医学对当代医学的影响探究

张季瑶

赛好医药公司 四川绵阳 621000

摘要：目前医疗行业存在的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智慧医疗即“互联网医疗 +人工智能”为当代医学提供了很好的出路。

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可以应用的范围较广，可涉及医疗活动全过程，包括院前管理、院中诊疗和院后康复等。本文

围绕智能医学的应用，包括智能诊断、语音电子病历、影像辅助诊断、临床辅助诊断、疾病风险预测和药物研发等

方面进行阐述，更好地展望我国智能医学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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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疗模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包括人口
老龄化，医疗费用过高以及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截至
2017 年底，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5 亿，占全
国人口的 11％以上。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老龄化的
压力将日益增加。随着人口老龄化，患有各种慢性疾病
如高血压，糖尿病和关节炎的人数将继续增加。慢性疾
病已成为我国人民健康的杀手。目前，我国有 2.6 亿被
诊断出患有慢性病，由慢性病引起的死亡占死亡总数的
86.6％。老龄化和慢性疾病带来了更多的医疗需求，社
会将产生更多的医疗费用。这也意味着医疗机构将承担
比以往更多的医疗工作，医疗错误的风险也会增加。此
外，我国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各级医院的医生和设备
资源水平差距很大，导致大型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疗
机构无人问津的现象。目前，医疗行业中的许多问题急
需解决，而智慧医学的发展为此找到了解决之道。

1 智慧医疗的概述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和智慧城市的推动

下，人们的健康管理与医疗信息、医疗智能化已进入百
花齐放的高级阶段，智能医疗应运而生。智能医疗融合
了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多种
技术，实现了智能远程疾病预防和护理平台，强调了医
疗领域信息的集成以及诊断和治疗的便利性和准确性。
智慧医疗旨在构建跨服务部门，构成以患者为中心的，
具有完整医疗信息的医学信息管理和服务系统，应用于
诊断、治疗、康复、付款和健康管理等各个环节。在实
际开发中，智能医疗就是“互联网医疗 + 人工智能”，
是应对医疗挑战的有效途径。

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迅速，互联网医院已成为重要
的发展载体。截至 2019 年 5 月，我国已有近 160 家运
营中的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医院正在逐步形成涵盖医疗，
药品和保险的业务形式。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咨询和诊疗，
包括诊疗咨询，用药指导和在线处方。2018 年，国家

规范了互联网医院建设，诊疗等行业的核心内容，相继
出台了《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诊
疗管理办法（试行）》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标准（试
用版）》。

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医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它不仅促进了互联网医院的发展，而且开辟了智能医学
的新时代。2017 年，为抓住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
机遇，国务院发布并实施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该计划以医疗领域为重点，提出要加快人工智能的创新
和应用，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推广人工智能治
疗新模式和新方法的应用；二是促进人工智能的新模式
和新方法的应用；二是建立高效智能的医疗系统，探索
智能医院建设途径；三是开发人机协同手术机器人、智
能诊疗助手，进行柔性可穿戴，生物兼容的生理监测系
统的研发、人机协同临床智能诊疗程序的研发，实现智
能化图像识别、病理分类和智能多学科会诊等。2018 年，
为促进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
促进“互联网 + 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在医学
领域开发运用人工智能的临床诊断治疗决策支持系统，
进行智能医学影响识别，病理分类和多学科会诊，以及
智能语音技术在各种医学和医学领域的应用，以提高医
疗服务效率。智能医学为智能医学带来了新技术和新概
念，将进一步发展智慧医学，促进医疗健康方面的更好
发展。

2 智能医学的应用
智能医疗包括院前管理，院内诊疗以及院后康复

等，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活动，涉及医疗活动的全过程，
涵盖了语音电子病历，影像辅助诊断、临床辅助诊断，
疾病风险预测和药物研发等方面。其中，智能诊断、语
音电子病历、影像辅助诊断和临床辅助诊断方面的应用
发展迅速，已经在一些国内医院实施。我们将详细介绍
智能医学的一些特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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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智能导诊

基于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和远场识别等技术的智能
问诊机器人通过人机交互提供医疗指导，医疗咨询和知
识普及等服务。这种机器人可以优化医疗过程，医院对
其需求很高。智能问诊机器人通过一系列模拟医生的听
诊过程，获取患者体温、心率、呼吸和血压的四个生命
体征数据，并进行分析后给出预问诊报告，并为报告送
达相关部门和医生。安徽省医院于 2017 年推出了智能
诊断机器人“晓医”。“晓医”支持查询 47 个科室的
医生日程安排，618 个位置的导航，607 个功能位置的
导航以及 227 个位置的工作时间 260 个常见医疗问题的
咨询。“晓医”的正确回答率不是 100％。通过不断的
培训，答题率逐渐提高。

2.2智能语音电子病历

优化现有电子病历的录入过程，减少医生在为患者
记录病历上花费的时间，从而增加医生与患者沟通的时
间，这对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至关重要。智能语音识别
使用深度学习算法，通过大量医学专业知识进行模型训
练，训练数据包括文献资料和在实际工作场景中生成的
数据。该模型在训练过程中不断得到优化，不断增强智
能语音电子病历的语音识别模型的适应性。北京大学牙
科医院使用的语音电子病历系统包括医用麦克风、发射
器和接收器。在对医生的语音命令进行识别后，会在计
算机上自动生成结构化的电子病历，医生只需修改并确
认电子病历的内容即可。但是，使用该产品存在一些问
题。例如，牙医需要在标准化病历中重复叙述很多单词，
本可以由计算机直接复制和粘贴的部分也需要医生逐字
叙述，反而加重了医生的工作负担。

2.3 智能影像辅助诊断

由于影像数据的高度标准化，影像辅助诊断系统的
发展相对较好。国内的很多公司和研究机构也加入了智
能影像辅助诊断的研究。人工智能在医学成像中的应用
的基本思想是图像识别 - 图像分割 - 后续分析。后续分
析的发展方向主要包括病灶标注、靶区勾画、影像三维
重建。病灶标注和靶区勾画就是图像分割、特征提取、
定量分析、比较分析等；影像三维重建，即根据图像重
建器官或血管的结构，主要用于手术前评估的手术方法。
肿瘤影像是人工智能在医学成像中最成熟的应用。2018
年 7 月，腾讯推出了“腾讯觅影”' 乳腺肿瘤筛查 AI 系统，
该系统可自动识别和定位可疑病变并标记肿瘤和钙化的
位置 ; 其次，“腾讯觅影”可以进一步区分肿瘤的良恶性，
并自动生成乳腺成像报告和数据系统分类报告。这两项
技术突破更好地实现了智能成像，可以帮助医生进行诊
断，帮助医生高效，准确地发现乳腺肿瘤。在智能成像
的发展中仍然存在问题。例如，成像诊断模型限于特定
疾病或特定类型疾病的诊断，无法应用于更多的疾病系
统。因此，在进行下一步之前，医生必先分类影像辅助
系统，再进一步分析。

2.4 临床疾病辅助诊断

在疾病的辅助诊断和治疗方面，IBM 推出的 Waston

系统最具代表性。Watson 肿瘤学解决方案（Watson for 
Oncology，WfO）由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肿瘤
学家培训。沃森的肿瘤学解决方案补充了肿瘤学家的工
作，并允许他们从 300 多个中选择，以帮助他们做出临
床决策。医学期刊，200 多种教科书和将近 1500 万页
的文本找到了针对循证医学的个性化治疗计划。截至
2018 年，Wfo 已获悉 13 种癌症，占全球癌症发病率和
患病率的 80％。但是，该系统也有一些缺点：由于该
算法基于有限的数据，因此该系统提出的一些治疗建议
存在差距，例如对于严重出血的患者使用贝伐单抗的建
议。

3 展望
我国仍处于智能医疗的第一阶段，需要更快地完成

数据集成和标准化。我国有着独特的优势，数据源人口
众多，移动设备使用率很高，医疗数据积累量很大，而
且我国的医疗正面临人口老龄化、慢性病、医疗费用过
高、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它为中国智能医疗的发
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当前，智能药物在提高医院服务
水平和改善基层医疗水平方面具有优势，在智能药物的
应用基础上，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
高医疗生产率，提高医疗采购的可能性。医疗行业是私
营企业，医生的培训周期长、成本高，不可能在短时间
内培训大批合格的临床医生，智能药品成熟后，可以根
据临床需要成批复制生产，以减轻临床压力；其次，智
能医疗系统可帮助医生进行诊断，减少医生的大量重复
工作，并降低医疗错误的风险；第三，是缩小区域医疗
水平的差距，智能医疗系统的输出无异，医疗资源匮乏
的医院也一样。诊断意见，提高诊疗水平，分担更多医
疗压力，达到合理分配早期医院医疗资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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