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书写一次普通病程记录，耗时10至30分钟不等。使用DeepSeek大模型后，只
要把病人的相关数据指标输入电脑，就能自动生成一次病程记录，加上人工复核，耗时也
就5分钟左右。”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称“厦大附一医院”）乳腺外科医生陈双龙说。

这一幕，是厦大附一医院智慧医疗变革的缩影。
今年2月26日，厦大附一医院在厦门市医疗机构中率先行动，正式将电子病历系统接

入本地化部署的DeepSeek大模型，AI正悄然成为医生的“高级助手”，随后又推出智能客
服系统，用科技破解患者就医“找路难”“流程蒙”的痛点，重塑诊疗流程。

□本报记者 廖小勇
通讯员 陈雯 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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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部署：
在全院多个场景推广应用
据介绍，DeepSeek系统目前已

经在该院的多个场景中推广应用，包
括门诊/住院电子病历系统、手术麻
醉系统、放射系统、心电系统的接入
与应用，实现智能问答和辅助分析。

具体涵盖AI智能问答、AI病历
质控、辅助诊断、辅助病历生成、临
床报告解读、AI 手术分析、AI 检查
报告分析等场景，未来将拓展至影
像诊断、检验病理分析、体检咨询等
环节，覆盖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

此外，医院还计划加强科研和
管理场景的应用，如病历质控、健康
档案管理等，并探索罕见病筛查和
应急响应等新领域。随着技术优化
和数据安全体系的完善，DeepSeek
将逐步覆盖更多疾病类型，提升全
院诊疗效率与服务质量。

医生视角：
复杂病例的“高级助手”
因为家属忙碌，70岁的林阿婆

独自坐在诊室，攥着一叠乳腺癌术
后病历，对后续治疗一头雾水。

“这类患者最让我们揪心。”乳
腺外科医生陈双龙说道。过去，他
需要花20分钟逐条解释：从病理分
型、药物选择到饮食禁忌，甚至要手
写注意事项，“但像林阿婆这样的老
人，往往听完就忘”。

陈 双 龙 打 开 医 院 新 部 署 的
DeepSeek系统，导入林阿婆的电子
病历：手术记录、病理报告、高血压
病史……3分钟后，一份《乳腺癌术
后个性化治疗计划》自动生成。

“相当于有个资历高的助手帮我
整理资料。”陈双龙边修改边解释，系
统不仅整合了最新诊疗指南，还能自
动规避药物冲突。确认无误后，计划
书被打印成文字版交给林阿婆。

DeepSeek 在保证准确率方面
做了诸多努力。厦大附一医院信息
科主任孙中海介绍，系统起初应用

时，采用了医生把关的方式，所有场
景面向医生，而非直接面向患者。

系统通过构建专业医学知识
库，整合了最新版临床诊疗指南、规
范化操作流程等权威医学知识库，
为医生提供智能化的病情分析辅
助、结构化病历生成和智能病程记
录等临床工作，其生成的每项诊断
建议均严格溯源至最新版诊疗指南
及循证医学证据，经临床验证，系统
辅助诊断准确率较传统方式提升显
著。

“目前，医生使用 DeepSeek 作
为参考，其准确率已经达到一个15
年左右资历的医生水平。”孙中海表

示，通过 DeepSeek，医生可以节省
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一个复杂病
例，传统电子病历可能需要10多分
钟来完成，如今通过DeepSeek只需
1~2分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患者视角：
全流程“智能管家”

“以前来医院跟无头苍蝇一样，
现在手机全程提醒，连药怎么吃都
安排得明明白白。”刚体验完新系统
的张阿姨举着手机，向记者展示智
能客服发来的用药提醒。

记者看到，从关注医院公众号
开始，系统就化身贴身管家，为张阿
姨提供一站式的门诊全流程指引服
务、主动提醒等服务，尤其解决了患
者“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的痛点。

诊前包括预约挂号、AI 预问
诊、就诊提醒；诊中除了能够实时更
新排队人数外，医生开完检查单，还
能自动预约最合理时段等服务；诊
后甚至细化到每日用药时间的提
醒。

客服部主任刘华峰表示，智能
客服系统基于深度学习和检索增
强生成（RAG）技术，能够实时识别
患者需求，提供诊前咨询、检查准
备、医保政策、智能导航等全方位
服务。

自该平台启动试运营后，患者
平均停留时间明显缩短。

技术纵深：
从“第二阅片人”到多模态探索
在医学影像科，医生的电脑屏幕

上，一个不起眼的悬浮窗悄然运行
着。每当一份影像报告撰写完成，这
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AI工具便开始
工作——它快速扫描报告中的关键
词，比如“结节”“边缘模糊”等描述，
并尝试推导可能的诊断结果。

“它有点像一位‘第二阅片
人’。”厦大附一医院放射影像科主
任汪建华解释道，“比如住院医师写
完报告，AI 会检查是否有错别字、
标点错误，甚至逻辑矛盾。有些低
级错误它能准确捕捉，但专业术语
的细微差别，它有时也会‘误判’。”

“以前做一个心血管三维重建，
熟练的医生也要二三十分钟，现在
AI几秒钟就能完成。”汪建华坦言，
这类垂直领域的 AI 工具已显著提
升了效率。但关键在于——AI 的
结论仍需医生复核。“它会‘过度敏
感’，比如把血管影误判为结节，或
者漏掉一些不典型的病灶。最终诊
断必须由医生综合判断。”

对于更复杂的多模态诊断（如结
合病史、检验指标等），目前的通用大
模型仍力有不逮。“它擅长‘文字到文
字’的推理，但医学影像的核心是‘图
像到诊断’，这涉及更复杂的跨模态
学习，目前还在探索阶段。”

“简单的开检查单用不上它。”
陈双龙说，在乳腺外科，DeepSeek主
要服务两类人群：长期管理型，如术
后需制定复杂方案的患者；疑难转
诊型，辗转多家医院未确诊的病例。

目前，最大的瓶颈是外院数据
互通——当患者带着纸质病历从外
地赶来，医生仍需手动录入关键信
息。“期待全市医疗数据共享后，能
自动抓取外院检查结果。”陈双龙表
示。 （下转16版）

▲客服部工作人员正在协助
患者使用智能客服系统

▲陈双龙医生（右一）正在用本地化部署到病历系统的DeepSeek

AI赋能诊疗全流程
厦大附一医院部署DeepSeek大模型：提高医生诊疗效率 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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