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病更便捷？ “医疗+
AI” 是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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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直接看病？ 还得医生
“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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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医院” 会来吗？ 监
管将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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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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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香港新界清水湾半岛， 香港
科技大学依山而建。 山坡高处，
李兆基商学大楼顶层， 香港生成
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团队正在进
行技术测试。

因其英文缩写 “HKGAI”，
该中心被港科大学生亲切地称为
“香港仔”。 这也体现出其独特之
处： 这个由特区政府出资设立的
研发中心致力开发具有香港特色
的大语言模型， 为社会应用人工
智能打下技术基座。

“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 香
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紧密相连。
为了保持竞争优势， 香港必须拥
有深具自己特色的人工智能生态
系统。” 中心主任、 香港科技大
学首席副校长郭毅可说。

全球人工智能浪潮下， 香港
不甘人后。 近年来， 香港人工智
能生态圈蓬勃发展 ， 资金 、 技
术、 人才加速聚集。 人工智能作
为香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主要方向， 正加速引领这座城
市实现国际创科中心的愿景。

新定位：立足香港，服务
国家，面向全球

“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 方
向非常重要， 定位一定要清晰。”
特 区 政 府 创 新 科 技 及 工 业 局
局 长 孙东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
选择人工智能， 不是追风，

更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 孙东
说， 基础科研实力强、 人力资源
丰富、 数据自由流通， 这都构成
了香港因地制宜发展人工智能的
独特优势。 “香港要有助力国家
构建全球创科产业体系的雄心。”

郭毅可表示， 香港生成式人
工智能研发中心正体现了立足香
港 、 服务国家 、 面向全球的定
位。 中心开发的大模型支持普通
话、 粤语和英文， 关注香港擅长
的法律、 教育和医疗等垂直领域
的应用场景 ， 不仅服务香港居
民， 还将面向全球海外华人提供
大模型和应用服务。

香港高校在发展人工智能的
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成为
香港独特的资源禀赋。 近年来，
香港各高校相继开设人工智能相
关专业， 吸引全球人才聚集。

香港岭南大学校长秦泗钊
说， 学校明确把人工智能作为重
要发展方向纳入本科生的必修课
中， 不仅将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学
科 ， 更作为专业素养来培养 。
“无论技术发展到哪个阶段， 人
依然是中心， 技术需要符合人的
价值观。” 他说。

这也是香港发展人工智能的
另一层重要意义： 在全球人工智

能安全治理中发出香港声音 。
“香港中西文化荟萃， 法律制度
健全， 人文精神丰沛， 拥有大量
富含专业素养和思辨能力的专家
学者， 完全可以在人工智能安全
治理的伦理讨论、 立法规制、 技
术实践等方面调和冲突， 促进共
识， 探索方向， 助力科技向上向
善。”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刘光源
说。

新布局： 人工智能企业
加速集聚

一位大学教授、 几个高校毕
业生、 一间商住两用房、 没有起
好名字的初创公司……这是10年
前商汤科技在香港成立时的场
景。 几年内， 商汤科技迅速成为
亚洲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
其位于香港科学园的国际总部大
楼也成为新界白石角最醒目的建
筑之一。

“商汤的迅速发展得益于香
港 ‘一国两制’ 制度优势和良好
的科创环境， 结合内地资源， 产
学研的推进得以快速实现。” 商
汤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徐立
说。

近年来， 香港培育了商汤科
技、 思谋科技、 汉森机器人等一
批人工智能头部企业， 打破了许
多人对香港 “科研实力强、 成果

转化弱” 的印象。
“长期以来， 香港创科发展

面临一个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的难题： 没有产业留不住人才，
没有人才形成不了产业。 如今这
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香港城
市大学工学院院长吕坚说。

引入重点企业是特区政府
“破局” 的尝试。 过去一年多来，
百度、 思科、 科大讯飞、 壁仞科
技等头部公司纷纷来港， 与本地
孵化器数码港签署合作备忘录，
香港人工智能生态圈正快速形
成。

特区政府全资成立的香港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更是动作频频。
今年6月以来， 港投公司连续宣
布三家合作伙伴， 无一例外聚焦
人工智能。 在最新一份施政报告
中，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提
出将设立100亿港元创科产业引
导基金， 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和
未来产业投资。

新应用： 赋能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

位于香港岛南区的数码港，
拥有香港最大的金融科技企业集
群。 超过430家金融科技公司和
330家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公司在
此汇聚。 今年底， 香港高校、 科
研机构、 企业迎来振奋人心的消

息： 数码港人工智能超算中心首
期将投入使用， 为科研和企业提
供急需的算力支持。

数码港行政总裁郑松岩表
示， 香港金融科技企业广泛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 超算中心的启用
将进一步完善香港人工智能生态
圈的建设， 提升人工智能在各行
业特别是金融领域的多元化应
用， 助香港持续保持全球领先的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有自己的优势产业 ，
如金融、 医疗服务等。 这些产业
本身已有竞争力， 如果再插上人
工智能的翅膀， 由科技助力， 会
有更好发展。” 徐立说。

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局长许正宇说， 全球人工智能在
金融业的平均使用率约26%， 而
香港远高于全球的平均值， 约为
38%。 为更好引导人工智能在金
融领域可持续和负责任地发展，
特区政府10月底发表相关政策宣
言， 清晰阐明立场及方针， 在拥
抱新技术的同时防范风险。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尚海龙
说， 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与国
际金融中心建设相辅相成。 “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不仅是产
业发展的需要， 更是香港经济结
构转型的必然要求和可持续发展
的深刻布局。 ”他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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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在第
33个 “国际残疾人日 ” 到来之
际，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
殊教育版块正式上线， 将助力残
疾学生弥合数字鸿沟， 赋能每一
名学生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 特
殊教育版块聚焦残疾学生的个性
化学习诉求与身心发展特性，以
“全学段 、多角色 、深融合 、高质
量”为建设目标，打造适配性强的
数字化学习环境。首期上线“特教
政策”“特教师资”“特教经验”“特
教教材”“融合教育”“特教活动”
“教学资源”七个栏目，汇集千余
条特殊教育、 融合教育优质数字
资源， 可为学校、 教师及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学生、 家长提供多角
色适切服务。

其中 ， “特教教材 ” 上线
2024年秋季人教版特殊教育电子
教材 ， 与线下实体教材同步更
新， 实现便携式查询使用； “融
合教育” 提供融合教育能力提升
国家级示范培训、 融合教育优秀
案例、 孤独症随班就读策略、 融
合教育中孤独症学生常见问题及
对策等资源， 深入探讨融合教育
的核心理念、 卓越实践以及有效
策略 ， 促进融合教育的深化发
展； “教学资源” 汇集百条视频
素材， 服务特殊教育教学需要，
支持特殊教育学生提升感知能力
和学习兴趣。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殊教育版块上线

位于云南省最南端的磨憨， 地处中老铁路、 昆曼国际公路的关键
节点， 是我国通往老挝的国家级陆路口岸。 2022年4月， 昆明全面托
管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磨憨镇后， 磨憨发展建设驶入 “快车道”。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不断深化和中老铁路的开通运营， 这座边陲小镇
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 正逐渐成为云南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
中心的重要支点。 图为近日拍摄的旅客在中老铁路磨憨站内的出境联
检大厅排队办手续。 新华社发

“AI医院”来了吗？医疗创新“快”中要有“稳”

云云南南磨磨憨憨：：小小镇镇变变身身大大口口岸岸

到医院看病， 迎面而来的可能是智能机器人； 检查结果出来， 人工智能迅速
给出诊断意见……随着AI技术飞速提升， 诊疗应用越来越广。

人工智能当家的 “AI医院” 是不是真的来了？ 记者采访了解到， 目前在一些
新闻中亮相的 “AI医院”， 实际是AI辅助诊疗技术的应用。 医疗创新在提速， 但安
全监管的 “闸门” 仍在人类医生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