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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拥有““超强大脑超强大脑””但不担责但不担责 AIAI会看病会看病 诊断还得看医生诊断还得看医生

““AIAI医生医生””看病看病 你放心吗你放心吗？？
由DeepSeek 大模型掀起的这一轮人工智能

（AI）浪潮开始加速席卷医院。今年以来，已有包括

中山、瑞金在内的多家大型三甲医院发布AI医疗大

模型，AI医生看病时代已经到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广泛赋能千行百业，“AI+医疗”也成为热门应用领域。

“AI医生”，您接不接受？我们首先听听大家怎么说。

“你们年轻医生，一定要多学学 AI，不然之后迟早被

市场淘汰。”北京市海淀医院（以下简称海淀医院）院长

张福春笑称，他经常这样跟身边的年轻医生“安利”AI医

疗应用。

在他看来，相比于经验老到、手法娴熟的老大夫，AI

对于年轻医生的影响更大，既可能是他们“弯道超车”的

好机会，同样也可能给他们带来职业危机。张福春的话

并不是“危言耸听”，随着医疗AI在全国逐步落地，行业内

外都感受到了这场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仅今年2月，就

有多个医院发布其最新应用成果。

比如，上海瑞金医院发布瑞智病理大模型，AI仅需数

秒就能精准识别病理切片中的病灶区域；北京协和医院

研发的“协和·太初”罕见病大模型已进入临床应用阶段；

上海市肺科医院参与研发的肺部智能手术规划系统，将

实际手术规划时间从数天缩短至2~5分钟；北京儿童医院

引入全国首个“AI儿科医生”……

除此之外，AI还有“陪诊员”，让患者少跑腿、少排队；有

“智能助手”帮医生预问诊、录病历；有“健康管家”做随访、长

期健康管理……无论是在辅助诊疗、疾病筛查与预测，还是

医院管理、临床科研等领域，AI都有诸多应用探索。

今年，DeepSeek的“横空出世”再次掀起大家对AI的讨

论热潮，业内和公众对一个“全知全能”的医疗AI，有了更

多期待和想象。AI看病，已经进化到何种程度？

近日，一家研发机构称，即将上线一款“AI医院”人工

智能大模型：AI医生通过“阅读”医学文献、“诊疗”虚拟病

人，不断自我进化，未来有望介入真实的医疗应用场景，辅

助人类医生完成工作。

公开资料显示，这一大模型目前并未投入医院实际应

用。不过，AI技术在一些医疗机构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在浙江，乌镇智能医院自去年开放以来，不到10名医

生与一批智能导诊机器人，已经接待了数千名患者。通过

AI技术，这家医院还可以快速分析人体健康大数据，形成

个性化的智能健康评估结果。

在上海，一支医生团队发起、参与研发的人工智能医

学大模型，能顺利“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输入患

者的主诉、现病史、体格检查等，AI就可给出诊断和下一步

处理的辅助建议。

大模型可以“吃进”数千本医学教材，AI可以更精准地

比对CT影像，集成视觉、触觉等传感器的智能监测床可以

及时发出预警，快捷的病例搜索功能可以有效辅助医生作

出判断……越来越多医院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医疗+AI”

成为趋势。

专家表示，“医疗+AI”前景广阔，无论患

者还是医生，都将在这场科技革命中受益。

一位医生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案例——患

儿两次住院，前后历时近一年，专家确诊其患有十

分罕见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而人工智能几分

钟就给出了同样的诊断。

不过，即便AI能大大提升看片、审方、诊断等

医疗工作的效率，最后“拍板”的仍是身穿白大褂

的医生。

今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发布

《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涵

盖了医疗服务管理、基层公卫服务、健康产业发展

和医学教学科研4大类84种具体场景，力求全方

位发挥AI的优势。

其中，从辅助诊断、辅助决策，到辅助治疗、辅

助规划手术，“辅助”是AI医疗的一个关键词。

上述由医生团队发起、参与研发的人工智能

医学大模型，在上海一家医院已经投入应用，给医

生提供辅助。医院负责人介绍，这个大模型的特

色是来源于医生、服务医生，将成为与医生共同在

医学领域深度探索的有力工具。

与开发自动驾驶系统的原则一致，在构建AI

医疗模型时，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守住生命至上的

底线。“我们只用经得起验证的技术。”中国工程院

院士、瑞金医院院长宁光教授在谈到瑞金医院最

新发布的AI病理大模型时说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

波也强调在使用AI技术时越发凸显的伦理问题，

例如医疗数据安全。“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监

管更新的速度，如何为AI诊疗制定伦理方面的规

范，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他表示。

一位心内科医生表示：“AI 医生面临医疗安

全和伦理方面的问题，且缺乏人类医生的直觉、

情感，在跨学科复杂问题的处理以及提供多元化

解决方案方面也缺乏经验，但 AI 医生也是人类

医生最全能、最不知疲觉且最具执行力的帮手。”

随着DeepSeek大模型的走红，已经出现有患

者拿着DeepSeek的诊断报告去医院问诊的情况；

而未来伴随着越来越多医生智能体的出现，也极

有可能发生医生直接拿着人工智能的诊断结果给

患者开处方的情况。

那么，当遇到医生和AI模型意见不一致的情

况时，应该如何处理？对此，中山医院副院长钱菊

英教授明确表示：“AI大模型还不是医疗行为的执

行者，AI医生也无法承担医疗责任，医生对医疗行

为负有法律责任。”

相关律师表示，人工智能的诊断结果目前仅

能为医生提供辅助参考，而不能作为直接诊疗方

案，处方在没有经过专业医生认可的情况下，也不

能作为正规的处方。

尽管人工智能看病水平越来越高，但 AI 医

疗还面临不少挑战，真正意义的“AI医院”更需迈

过多重门槛。医疗安全风险如何防范？医疗数

据如何确保安全？需要制定一系列监管标准以

避免技术滥用。

此前，国家药监局发布了《人工智能医用软

件产品分类界定指导原则》，明确提出人工智能

医用软件产品管理属性和管理类别的判定依

据。专家表示，这有助于保障 AI 医疗产品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游茂表示，目前我国 AI 医疗器械的大多数研究

产出都集中在医学影像类，技术发展有同质化倾

向，“决策规则”领域研究几乎空白。此外，高质

量数据仍然较为缺乏，真实世界数据应用实现机

制还需进一步建立。

游茂认为，医学 AI 需要构建一个全生命周

期动态评估体系，覆盖质控等标准体系、临床准

入体系、临床应用评估体系和真实世界数据。这

些将为 AI 医疗器械的科学监管提供框架和决策

依据。

此外，《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药学服务指

南》也明确规定，执业药师可以通过计算机信息系

统辅助开展处方审核及药学服务，但不能完全由

人工智能程序替代。医生将人工智能出具的处方

提供给患者使用，就已经表示对人工智能处方是

认可的，并须对此医疗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刘辉

表示，在推动技术创新与升级的过程中，需构建

和完善科学合理的法规政策与技术体系，加强对

算法准确性、公平性、透明度、可解释性、隐私保

护等关键维度的评估与监管力度，确保 AI 技术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医患双方提供更优质的应

用体验和医疗服务。 央视新闻 第一财经

AI给医生带来职业危机？

看病更便捷？“医疗+AI”是趋势

AI直接看病？还得医生“拍板”

“AI医院”会来吗？监管将更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