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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与传统碰撞
智能识别实现“望闻问切”

在上海市中医医院嘉定院区，一台先进
的AI辅助诊疗设备静静地摆放在特色诊疗
中心治未病科，与传统中医的诊具相映成
趣。这是中医医院嘉定院区之前引入的一
台微型中医四诊仪，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
大数据，在线采集患者的面相和舌象，进行
AI智能识别。

不少年轻人专门为它而来。摄像头如
同医生的眼睛，先后对患者的面色以及舌
象进行了采集。紧接着，AI又分别采集了
她的左右手脉象。随后，屏幕上的AI系统
则如同日常中医一般，根据患者的舌象、面
色等信息，结合海量中医古籍与现代医学
数据库的知识，如同一位博学的老中医，迅
速生成了一份详细的体质分析报告。这份
报告中不仅包含了患者的体质类型、易发
疾病等信息，还为患者量身定制了一套个
性化的养生建议，仿佛是为他私人订制的
健康秘籍。

上海市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治医师伍
睿昕告诉记者，设备可以通过面诊患者额
部、眼部、鼻部和嘴部的健康状况来判断体
质，“比如，我们看舌诊的图片分析舌色是红
还是暗，舌体是不是胖大，舌苔是不是厚腻，
判断是阳虚质、阴虚质还是痰湿质等。AI给
出了很多参考信息，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制
定治疗方案！”

事实上，“人工智能+医疗”场景还有许
多潜在空间值得开发。上海市第七人民医
院日前发布了一系列概念验证项目，包括数
字中医人、经络导航机器人、数字火罐、火龙
罐机器人等，覆盖数字中医、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多个领域。“未来，AI将融合大模型、模
式识别、深度学习、智能算法等技术，按照

‘辨证论治’的中医理念，联合专家建设名老
中医诊疗经验知识图谱，打造机器人‘大
脑’。”七院负责人告诉记者。

只需要张张嘴，或者问一问“我下一步要
干吗”，就可以获得AI的陪诊，对于首次就诊者

来说，原本需要半天的看病时间几乎减少了一半；医生输入现病史、
既往史，15秒后，一份规范的电子病历已经形成……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给传统医疗服务模式带来了革命
性的变化。上海作为全国乃至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在推动医学与
人工智能融合方面走在了前列。申城多家医院纷纷引入AI技术，通
过智能化手段提升医疗服务效率，也让患者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医疗
的便捷。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临床与基础结合、医工与医理交叉，不

久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卜军教授牵头的“缺血性心血管病机制与

干预”项目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

究群体项目。一个由6位中青年国家级人

才组成的“医学创新团队”合作开发了社区

人群心血管病代谢风险的精准分型和早筛

技术，建立了社区代谢高危人群。针对社

区人群不良代谢行为方式，开发了大数据

驱动的AI主动健康数字处方，推动了缺血

性心血管病的防控关口前移。

“缺血性心血管病死亡率居高不下，现

有手段干预下仍存在着高残余风险。”卜军

介绍，推动缺血性心血管病的防控关口前

移，降低社区人群心血管事件风险，是团队

的重要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如何在社区人群中早

期识别那些具有潜在风险的、临床前期心

血管高危人群，并对他们进行提前干预。

这种干预不只是药物干预，更重要的是生

活方式的改善与干预。”卜军说，“他们深入

社区了解居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和社

会心理等不良行为方式，并根据社区人群

的流行病学信息制定相应的健康管理措

施，这个过程中 AI 发挥了重要作用。例

如，利用AI开发可穿戴设备等健康管理工

具，进行大数据收集和智能分析，对有不良

生活习惯的人群进行早期干预。”

未来，医学人工智能将成为医疗服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海市作为全国乃至

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将在这一领域继续

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医学人工智能的发展

迈向新的高度。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英

在12月14日举行的2024中国医学人工智

能大会上表示，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正在深

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大模型正与

5G、智能传感、可穿戴设备等数字技术深

度融合创新，推动医疗行业从传统医疗服

务向“以人为中心”、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的个性化、精准化、智慧化医疗转变。目

前，上海已有 60 款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

正在加快实施“模塑申城”工程，推动垂类

大模型在医疗卫生健康等重点行业领域落

地应用。

模型平台加快构建，全市首个 MaaS

（“模型即服务”）平台已在上个月正式发布，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赋能医疗服务、医

院管理、临床科研、医学教育创新。行业语

料加快沉淀，发布上海市卫生健康行业语料

库，覆盖100多个二、三级专科科目，适配智

能化就医咨询、辅助诊疗、医疗质控、临床教

学和临床研究等近20种应用场景。

“面向未来，上海将紧抓智能化发展新

机遇，集聚各方合力，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的人工智能创新体系，将更多智能新技

术、新产品、新模式落地应用，助力打造中

国医学人工智能上海高地。”张英表示。

全流程交互陪伴
大大缩短就诊时间

首次来到医院看病，应该找什么科室？
到了医院找不到诊室，又该怎么办？没事，
AI可以做你的陪诊师。

“AI陪诊师-公济小壹”是一位基于AI大
语言模型的数字陪诊师，可以通过数字虚拟人
作为交互载体，实现服务找人的理念。可别
小看这位AI陪诊师，它可以提供全流程的交
互陪伴式就医服务，包括智能预约、智能导诊、
智能预问诊、智能院内导航、智能诊后管理等。

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记者发现，患
者就诊前只需打开手机支付宝向“公济小
壹”提问，便收到了相关就诊建议和挂号服
务推送。在完成挂号后，可以继续向“公济
小壹”询问当前候诊信息，系统立即通过语
音和文字提示当前的排队情况，并提供了院
内导航服务。只需点击手机屏幕上的“院内
导航”链接，手机实景AR导航路线便实时呈
现，引导患者顺利前往诊室。

今年6月份，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推出
了全市首个“AI陪诊师”。这一系统极大地
简化了患者的就医流程，解决了挂号难、候
诊时间长等问题，特别是对于老年患者和视
力障碍患者来说，更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该创新举措不仅标志着上海市一医院在智
慧医疗领域的又一次突破，也为患者就医带
来了全新的体验。

“公济小壹”的全流程规划指引是其“看
家本领”。通过这一小程序，患者每完成一
个就诊环节，系统会主动提示患者如何完成
下一步操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AI陪诊
师”支持语音交互，这为老年患者提供了极
大的便利，解决了他们在使用现代医疗流程
中可能遇到的困难。

“我第一次来这家医院看病，如果换了
以前可能需要半天时间，现在有了这位‘AI
陪诊师’，起码缩短了一半的时间。”采访中，
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

无独有偶，就在上个月，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与支付宝携手合作，正
式推出AI就医助理“仁小爱”。“仁小爱”是
仁济医院的AI就医助理，通过人工智能技
术，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云陪诊服务。

在仁济医院，首次就诊的患者常常面临
挂号、找科室、缴费以及检查等一系列流程
的困扰。而现在，通过“仁小爱”，这些问题
都能得到轻松解决。例如，患者可以在描述
自己的病情后，由“仁小爱”推荐相应的科室
进行就诊，并在线完成挂号。此外，利用院
内的AR导航功能，患者可以快速找到诊区，
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医生输入现病史、既往史……15秒
左右，一份规范的电子病历已经形成。
一份原本需要1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
病历被缩短至了15秒，这样颠覆性的改
变正在医院里“上演”。

在患者问诊到康复的过程中，病历
书写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书写过
程中经常受到主观因素影响，出现漏记、
误记等现象，不仅增加医生的工作负担，
也影响病人的后续诊疗。在整个就医流
程中，除了患者有“智慧就医”的需求，医
生也有“智慧诊疗”的需求。

眼科是市一医院的优势学科，而眼
科的一大特点是日间病房患者数量多，
日间病房即患者当天完成入院、手术并
出院的一种医疗模式。对于眼科医生而
言，工作节奏快、强度高，除了要进行日
常手术和诊疗工作外，还需要处理大量
繁琐却相似的病史书写工作。

“机械化的工作耗费了年轻医生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有何举措能够将他们
从重压之下解脱出来，是需要我们思考
的问题。”上海市一医院副院长、眼科中
心主任孙晓东表示。

为此，市一医院引入蚂蚁百灵大模
型能力进行提高病史书写效率的创新
应用，通过关键信息的给定、语音输入
等多种形式结合自动生成病历，简化入
院记录的填写过程，将原本需要5分钟
到 10 分钟的工作缩减到了 15 秒至 20
秒，显著节省了医生“敲键盘”的时间。
以白内障为例，目前医院抽取了1万份
历史病历，将其输入到大语言模型中进
行微调。在这一过程中，开发部门设计
了相应的提示词，训练模型学习如何撰
写病史。

同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
“uAI 有爱小山-电子病历书写智能助
手”也成了医生的一位好帮手，它以真实
医患对话为基础，通过“边问边写”的功
能设计，一键辅助生成入院记录、首次病
程记录等结构化病历文书，大幅提升了
医生病历文书书写的规范性、实时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也给医生带来了全新病
历书写模式。

记者了解到，该系统已在中山医院
呼吸内科的一个病区进行应用研发和试
点。自投入试点以来，其使用频率持续
攀升，累计已超过370例。病历书写的
平均时间从20分钟缩短至5分钟，效率

提升了75%，临床医生对辅助书写内容的
质量也表示了高度认可。

来自中山医院呼吸科的一位医生表
示，“系统准确性非常高，在我们问诊过
程中，它能把我们跟患者间对话中的重

要信息采集到，生成的内容与临床匹配
度很高，让我们在病历书写上更方便，大
大缩短了临床医生文书工作时间。”

“解放了医生，大幅提高病历书写
效率”，成为 AI 医生助手最明显的反
馈。同样，目前包括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嘉兴市第一医院和上海徐汇长桥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4家医院已同样开
始应用全新的智慧病历。智慧病历可
自动采集患者的“检验、检查”，结合医
生给出的“主诉、查体”，综合分析临床
数据，运用专业的医学知识，思考医生
为什么给出当前的用药，由此生成结构
清晰、诊断思路明确、内容详尽的结构
化病历。

事实上，AI除了在医院帮助医生看
病外，也正加速优质医疗的下沉和均衡
化布局。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
金医院，超声诊断已率先得到AI加持。
一台比魔方稍大的盒子与超声检查设备
连接后，能自动对甲状腺影像进行分析，
完成结节检出、定位、测量，并给出良性
恶性分类。对超声人才严重短缺的偏远
地区和基层医院来说，这个“AI魔方”及
其算法有望加速优质医疗的下沉和均衡
化布局。

走进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住院
部，随处可见的智能化设备让人眼前一
亮。在病房内，床头上的电子卡清晰地展
示着病人的基本信息，输液袋中剩余的液
量也在旁边的小显示屏上实时更新。每
当护士完成对病人生命体征的检测后，只
需轻轻扫一下电子卡，测量数据便即刻传
送到后台进行分析。病房门口的物联网
设备与病房内的各类设备相连，实时收集
并传输各种数据，为医护人员提供了全面
的病人管理信息。

智慧病房的建设使护士们的工作步
入了“无纸化”时代。多个平台的信息集
成显示在护士站的屏幕上，使医护人员
对病人的管理情况一目了然。通过集成
系统，病人的体征监测数据、术后镇静镇
痛状态、用药情况等关键信息都以清晰、
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在交接班时，系
统会自动列出医护人员需要重点关注的
信息，极大地提升了沟通效率和工作效
率。

此外，智慧病房还通过物联网技术，

实现了输液监控、自动消杀等功能。当
输液量还剩5毫升时，系统会自动提示护
士进行更换，避免了患者频繁摁铃呼叫
的烦恼。同时，自动消杀机器人也在医
院内忙碌而有序地穿梭，执行消毒任务，
为患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安全、卫生的就
医环境。

上个月，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科
肿瘤临床诊疗中心及科教综合楼投入使
用，这个新大楼集结了手术、化疗、放
疗、靶向治疗、肿瘤遗传咨询、康复治疗
等多学科，构建一站式、全疾病周期管
理的妇科肿瘤患者综合诊疗创新服务
体系。其中，亮点之一同样是医院的智
慧化病房。

智慧化病区配有智慧化床旁交互终
端，患者只需在床上动动手指，就能详细
了解个人诊疗信息，床位责任医生、护士
的介绍，出入院的各项流程指南，相关疾
病的科普知识。患者还可通过智能床旁
交互系统进行床旁点餐，查询检查、检验
报告，一键与护士台视频通话等。医护人

员可以快速查看患者病历，提升工作效
率。而在智能化静脉药物配置中心，配有
智能静脉用药调配机器
人、智能分拣机、智
能贴签机等智能化
设备，让抗肿瘤药物
能够精确、安全、规
范、快速直达病房。
除了提升医疗服务
效率和质量外，AI
智慧病房还注重患
者的心理和情感需
求。不少医院还引
入了 AI 数字人，随
时待命回答病患提
出的各种问题，提
升就医体验。有些
智慧病房内的娱乐
系统也为患者提
供了丰富的精神
生活，帮助他们缓
解病痛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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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I医疗医疗””新技术新技术
迭代医患新模式迭代医患新模式

AI陪诊师

智慧病历，减少繁琐的同质化书写

AI智慧病房

实时更新患者情况，提升看护效率

AI医生助手

中医AI

加速均衡化布局
为医学创新带来新的可能

未来

AI医生助手帮助书写病历。 病人在智慧病房自主下单。 中医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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