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25年2月20日 星期四
总第3052期/本期16版第 期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0013
邮发代号 33-9

责任编辑:蓝旭
版式设计:林珊

出版单位:每周文摘报社
主管单位:福建日报社
主办单位:每周文摘报社

福建省健康教育促进中心
协办单位：福建省计划生育协会

咨询热线：400-991-2221
投稿邮箱：fujianwsb@126.com

近日，上海某AI医院开始试运

行，诊断准确率令人瞩目。数据

显示，系统对一般疾病诊断的准确

率达到 93.07%，肿瘤诊断准确率

高达94%。这不仅展示AI在医疗

领域的强大潜力，也为未来的医疗

模式提供了新方向。DeepSeek爆

火前，AI技术已在多个医疗机构，

作为辅助工具落地应用。

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影像科主

任李梅芳对此深有体会。她亲身

感受到了 AI 技术带来的巨大变

革。AI能自动处理大量影像数据，

在心血管、骨骼、呼吸等多个系统

都有卓越的贡献，以肺结节为例，

它不仅能自动识别并定位肺结节，

还对小结节和早期病变的检测敏

感。通过快速分析影像数据并生

成初步报告，AI帮助医生更快做出

判断，减少误诊，对低年资医生提

升诊断准确率帮助显著。

“有了AI的初筛，我们的工作

量大大减轻，可以更专注于高危

结节和复杂病例的分析和诊断。”

李梅芳感慨道。

医疗科研领域，AI同样展现

出巨大潜力。“以新药研发为例，

AI 的介入使得研发时间大幅缩

短。尤其是在早期研究和临床试

验阶段，AI、大数据和精准医疗等

技术的应用，使得部分药物的研发

时间从传统的10~20年缩短至5~

10年，甚至更短。这一突破不仅

加快了新药上市的速度，也为患

者带来了更多希望。”福州大学附

属省立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孙红说。

AI席卷医疗界：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

2025 年伊始，人工智能产品 DeepSeek 迅速席卷全球，这款智能系统不仅在日常

生活中为人们提供文案灵感、解答疑惑，更在医疗领域掀起了一场革命。人工智能

（AI）究竟能为医疗带来哪些变革？让我们一探究竟。

□本报记者 林颖

DeepSeek 等 AI 系统的出现，既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伴随着诸多挑战。

针对网络上关于“AI 是否会取代医

生、药师”的热烈讨论，多位受访者都认

为，“AI 是医生的好助手，但它并非替代

者”。尽管 AI在医疗领域展现出了卓越的

能力，未来或许能部分取代一些简单的机械

化工作，例如处理庞大的数据集、提供迅速

且精准的诊断建议、执行加药发药任务等，

但在面对疾病的复杂判定、患者的心理支

持，及医患沟通等关键环节时，最终的诊断

和治疗决策仍需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

“在手术领域，AI目前同样难以完全取

代医生的位置。即便目前有各类手术机

器人，脱离了人工操控，但它们仍无法独

立完成手术。”省立医院副院长、骨科主任

医师徐杰说。他还提醒 AI使用者，要时刻

保持对数据真实性的警惕，尤其普通民众

在遇到专业问题时，还需依赖专业人士的

精准判断。

在 AI 与人类智慧并行的当下，我们

或 许 不 必 过 分 忧 虑“AI 是 否 会 取 代 医

生”的问题，而应专注于如何更有效地

利 用 AI 技 术 ，推 动 医 疗 行 业 的 持 续 发

展，确保更多人能够享受到科技进步带

来的福祉。

当然，撇开高深的医学知识，对于没有

医学专业知识的普通人而言，这段时间，大

家更热衷于通过 DeepSeek 等大模型获取

健康知识或寻医问药。

最近，福州的林女士时感胸口右侧有

撕裂感或压榨感疼痛，于是她打开了时下

正火的DeepSeek，请它帮忙诊断。

“它提供的病情分析结论很详细，不仅

告诉我可能的病因，还告诉我什么情况需

要紧急就医，以及日常管理建议。”林女士

对这位“私人医生”颇为满意。出于对冠心

病可能性的担心，林女士在得到 DeepSeek

建议后，又约了医生做进一步检查。

“对于简单的寻医用药咨询，DeepSeek

表现不俗。但面对复杂情况，因个体差异、

基础疾病、药物相互作用等因素影响，AI有

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孙红说。因此，她建

议民众在涉及多种疾病、多重用药的复杂

情况下，即使得到了 DeepSeek 解答，仍需

咨询医生或药师，获得更为准确的诊疗或

用药方案。

在为顶尖医生提效的同时，

AI 也在基层医疗和健康科普中

应用，增强患者黏性和健康知识

传播的时效性。

于医生是福州鼓楼温泉街道

金汤社区卫生服务站负责人，近期

积极学习DeepSeek的使用。基层

医生日常工作中的分诊、预警、慢病

管理、患者健康档案整理与数据分

析、用药安全指导、健康教育互动等

环节，往往繁琐且重复性高。

吴医生表示：“社区卫生服务

站一直致力于如何更好地服务居民

和患者，以增强他们的就诊黏性和

复诊意愿。AI工具的引入能大幅提

升服务效率，优化服务流程，进而赢

得居民和患者更深层次的认可。

采用AI工具不仅是必然趋势，更是

提升我们竞争力的优选策略。”

在健康科普传播领域，AI也

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在元宵节

期间，省立医院内分泌科利用 AI

生成了一篇健康科普推文，指导糖

尿病患者如何正确食用元宵。

提出这一创作想法的科室护

士长林丽娜分享道：“以往我们需

要耗费大量时间查文献准备科普

内容。现在，我们只需将想法告

诉 DeepSeek，它就能迅速生成内

容，我们再进行审核和微调，极大

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当然，我们

不会完全依赖 AI，文章中我们结

合了糖友们科学的经验分享，形

成新的科普模式。这种模式不仅

提高了科普时效性，还吸引了更

多人关注健康知识。”

除了能看病、搞科研，AI还摇

身一变成了“教师”，走进医学教

学课堂。

前不久，63岁的梅女士因“怕

热、心悸8月余，复视2月余，合并

骨质疏松、结核潜伏感染”，转诊

至省立医院。

针对梅女士的复杂病情，内

分泌与代谢病医学中心迅速召集

两院区内分泌科的年轻医师、住

陪医师，开展了一次特别的线上

教学查房。说它特别，是因为这

次教学查房除了有真人老师授课

外，还邀请了一位虚拟教师和一

位AI教师。这种“真实教师、虚拟

教师、AI教师”三元融合的教学模

式，将数字孪生技术和 AI技术整

合到元宇宙虚拟课堂中，其中虚

拟人教师为根据数字孪生技术构

建的临床助教；AI教师则为生成

式AI大数据模型工具。

在教学查房过程中，师生们

通过向一款 AI 工具提问获取答

案：如患者复视的病因、疾病发病

机制、Grave’s病与其他病因甲亢

的鉴别诊断等等，之后，师生们再

就AI提供的回答展开深入讨论。

作为传统线下课堂的有效补

充，超一半的学生对全新的教学

模式兴趣盎然，纷纷反馈“满足

了知识获取的需求，提供了身临

其境的教学体验，提升了学习效

率，提升了人机互动的能力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参加完这次教学查房，省立

医院院长、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陈

刚如此概括：“数字时代将生成式

人工智能引入医学教育，熟练应

用 AI技术，让其为临床、科研、教

学、管理服务，正是工业革命 4.0

时代教育的发展战略。”

AI赋能基层医疗与健康科普

医学教学融入人工智能

AI正成为临床与科研的得力助手 民众态度：AI成为“私人医生”

AI与医生的未来在课程的元宇宙虚拟课堂中，主讲教师为真实教师，可有效引

导和组织教学活动；虚拟人教师为根据数字孪生技术构建的临床助

教；AI教师为生成式 AI大数据模型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