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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AI等新技术嵌入中医药诊疗与疾病管
理等多个环节，中医在“精准医疗”方面更加具有说服力。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世界针灸学会联
合会副主席、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院长吴滨江介绍，
中医强调辨证论治，即根据病人的症状、体质等综合因
素来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传统中医临床诊断以系
统论和整体观为基础，依赖于医生的经验和技巧，包括

“望、闻、问、切”四诊法。AI技术在中医诊断领域具有
潜力。通过图像识别和深度学习，AI技术可以识别脉
象、舌象、面部色泽及声音等中医诊断要素及微妙变
化，辅助医生做出更精确的判断，减少了误诊和漏诊的
可能性。AI技术还可以帮助医生在众多症状和体征中
迅速找出关键信息，为诊断提供有力支持。

除了在诊疗上的助力，AI在疾病的管理、疾病预防
以及治未病等方面也更加精确。吴滨江说，AI通过对
患者病历、基因和生活习惯等数据的综合分析，能够为
患者制定更加精准的健康方案。

“展望未来，我们相信，人工智能（AI）技术将逐渐成
为中医领域的革命性力量，也将加速中医药国际化的步
伐。随着AI的发展，大健康领域将有一批‘独角兽’企业
产生，海内外中医药行业大有可为。”吴滨江告诉记者。

“当下，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药发展已经迈出一步，有的中医药人工
智能大模型已得到初步应用。但要使之成为精准科学研究，还需要付
出更多努力。”陈凯先认为，挑战之一是数据可靠性与可解释性问题。

“如果数据不可靠，人工智能得出的结论也不正确。中医传承
千年，大部分属于描述性语言，比如‘脉细’。如何把它们变成可靠
数据，使之具有可解释性，是人工智能应用到中医药领域首先要解
决的问题。这需要科研人员进一步用现代科学方法解析中医药作
用原理。”陈凯先说。

对此，刘良认为，首先要构建庞大、高质量的数据集，包括临床
数据、科研数据、文献数据、海外数据等；其次，还要对这些数据进行
收集、清洗、整理；最后，应收集多模态数据，将不同数据归纳到一套
语言体系中。

“人工智能的模型架构仍需不断完善，数据集也要不断进化。
应加强算力硬件设施建设，提升算法和算力水平。”刘良说，目前既
懂算法又懂中医药的复合型人才短缺，因此要注重人才培养，引导
他们参与算法研发、训练与应用等工作，助力提升算法质量。

“以人工智能为‘大脑’，以实验装备为‘双手’，‘大脑’指挥‘双
手’，有望为中医药领域带来变革。”陈凯先认为，中医药需与时俱
进，应用多学科现代科学技术开展综合研究，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那么，人工智能技术与中医药专家经验如何更好地融合？在陈
凯先看来，中医药领域具备与人工智能融合发展的先天优势。

传统中医诊断高度依赖经验，通过“望闻问切”获取关于证候、
疾病的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包含极为复杂的因果或相关关系。要
熟练掌握这些关系，就必须对前人经验进行归纳总结。而中医药在
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典籍，沉淀了不少经验，积累了海量数
据，对其进行检索、比较、归纳和分析难度较大。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能提升中医药文献归纳整理效率，而且在
辅助诊断、用药决策、优化药物组合和新药研究中展现出巨大潜
力。”陈凯先说。

例如，由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牵头建设启动的中医药横琴大模
型，包含100亿字符中医知识文本及中医院数字化病例。它依托高
可信中医诊疗知识库，可辅助医生精准诊疗，提供个性化治疗方
案。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发的“数智岐
黄”中医药大模型，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著名中医典籍及
1000多本古籍和中医药文献为核心数据基础。它采用预训练和微
调并结合检索增强生成和插件调用等技术，通过方剂推荐、中药性
质解读、证候辅助诊断，实现中医药领域知识智能问答、健康咨询、
中医药知识图谱动态交互三大核心功能，助力中医药创新研究和人
才培养、临床辅助诊疗及中医养生保健。

刘良对人工智能在辅助诊断方面的作用也抱有很高期望。他
在香港出诊时，常常遇到病人好奇地询问：“医生，你是怎样把我的
类风湿病情控制住的呢？”这些病人希望能像了解西医诊断那样，清
楚知道治疗的具体靶点情况。“这时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他们，现在
还无法详细解释清楚，因为中药的复方辨证治疗很复杂，目前还没
有技术能解析。”刘良说，在看诊过程中，他只观察到患者关节红肿
热痛症状；如果借助人工智能大模型，通过数据训练，就能精准诊断
红肿程度，让治疗更客观。

打开手机上的“望舌问膳”
小程序，对着手机摄像头拍下
舌头照片，仅 1分钟左右，广州
市民吴小姐就收到一份详细的
身体体征报告。这份报告从中
医角度分析了她的健康状况，
并为她提供膳食养生防治方
案。“太方便了，以往想身体调
理，我还得去医院排队问诊。”
她高兴地说。

“这款小程序融合传统中
医舌诊方法和现代人工智能图
像识别技术，通过对两万多张
临床舌诊图片深度学习，为用
户提供便捷的健康分析服务。”
小程序研发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半年来，已有3万多人次使用
该小程序，其中94%的用户对分
析结果准确性表示认可。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新技术日益与中医药深
度融合，各类创新产品层出不
穷：人工智能针灸机器人、中医
健康手环、脉象信息采集系统
……目前业界对人工智能辅助
进行中医四诊的技术研发热情
较高，人工智能也可“望闻问
切”。

“未来，人工智能将越来越
广泛地应用于中医药临床和科
研。比如，通过图像识别技术
增强‘望闻问切’客观性、基于
大数据系统优化医生处方、利
用人工智能模型辅助诊疗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药广东
省实验室主任、广东省中医药
科学院（广东省中医院）首席科
学家刘良分析，这是一场重大
变革，人工智能将推动诊疗模
式从以个人经验与主观判断为
主，向融合多种现代技术与中
医专家经验的模式转变。

刘良也认为，这种转变并
不意味着人工智能要替代医
生。尤其在临床医疗方面，人
工智能并不能替代医生，只能
起到辅助作用。“中医专家的临
床经验仍然非常重要。人机联
动不能离开人，放在第一位的
还是人和经验。”刘良说。

“人工智能未来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医药领域的颠覆性技术，改变行业现状，产生新业态，
应用前景广阔。”近日，在“中医药与前沿技术的多学科交叉”岐黄科技创新论坛暨第三届中医
湿证国际学术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表示。

人工智能已开始在中医药领域落地，政策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2022年11月，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印发《“十四五”中医药信息化发展规划》，提出加快中医药关键数字技术攻关，方向
之一就是针对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依托高水平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中医医院以及中药创新
企业，开展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鼓励和支持智能中医设备研发及应用。

人工智能究竟会给中医药领域带来怎样的变革？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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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中医诊疗
更便捷 AI与中医药融合发展有优势

把中医语言变成可靠数据

□现场

□专家

坐在一部台式终端机前坐在一部台式终端机前，，面对屏幕摄像头拍摄几面对屏幕摄像头拍摄几
张面部和舌头的照片张面部和舌头的照片，，再回答再回答 55道问题道问题，，居民就会在手居民就会在手
机上收到一份详细的中医体质辨识报告机上收到一份详细的中医体质辨识报告。。在广州市天在广州市天
河区石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河区石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许多使用过这款智许多使用过这款智
能中医设备的老年居民都对它印象深刻能中医设备的老年居民都对它印象深刻，，叹服叹服““科技很科技很
发达发达，，结果也可信结果也可信””。。

中医体质辨识是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中医体质辨识是中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医也是中医
个体化诊疗的基础个体化诊疗的基础。《。《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2023年年
版版）》）》明确要求明确要求，，要对要对6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岁及以上老年人，，每人每年提供每人每年提供
11次中医体质辨识和中医药保健指导次中医体质辨识和中医药保健指导。。

以往的中医体质辨识耗时较长以往的中医体质辨识耗时较长，，常常让老人感觉常常让老人感觉
烦琐烦琐。。石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中医师韩艺瑜石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中医师韩艺瑜
解释说解释说，，根据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第三版）》，）》，
老年居民完成中医体质辨识需要回答一份包含老年居民完成中医体质辨识需要回答一份包含3333道问道问
题的记录表题的记录表，，如如““您精力充沛吗您精力充沛吗”“”“您容易疲乏吗您容易疲乏吗””等等，，每每
题都要从题都要从““没有没有”“”“总是总是””等等55个选项中做出选择个选项中做出选择，，根据总根据总
分判定居民体质分判定居民体质。。““老年居民或者自行填表老年居民或者自行填表，，或由我们或由我们
社区医生逐一念给老年居民供其做出选择社区医生逐一念给老年居民供其做出选择，，整个流程整个流程
大约需要大约需要2020分钟分钟，，有的老人会不耐烦有的老人会不耐烦，，配合度不高配合度不高。。””

““现在有了新投用的智能设备现在有了新投用的智能设备，，中医体质辨识只需中医体质辨识只需
22分钟就可以完成分钟就可以完成。。””石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石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
任杨海文说任杨海文说，，人工智能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服务效率人工智能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服务效率，，居居
民也乐于参与民也乐于参与，，配合度更高配合度更高。。

据介绍据介绍，，该体质辨识仪的基础是一套机器学习的该体质辨识仪的基础是一套机器学习的
人工智能模型人工智能模型，，该模型由三甲医院的中医专家进行训该模型由三甲医院的中医专家进行训
练练，，通过机器学习通过机器学习““掌握掌握””了体质辨识能力了体质辨识能力，，可根据面部可根据面部
和舌头图像识别用户体质类型和舌头图像识别用户体质类型，，进而输出相应的个性进而输出相应的个性
化调理方案化调理方案。。

AI探路中医体质辨识

AI助力海外中医精准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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