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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
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億人，佔
18.7%，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
深。隨着老齡化社會的來臨，中老年
人患疑難雜症及慢性病進入高發期，
中國長期面臨合格中醫師稀缺的困
境；而中醫治療中又亂象叢生，沒有
合格的診療標準、中醫師水平參差不
齊，又導致了諸多無效治療案例的發
生。給源遠流長的傳統中醫文化插上
人工智能的 「翅膀」 ，有望改善前述
困境。

升級系統 涵蓋重症醫學
崔祥瑞對《大公報》記者說：

「用現代科技前沿的人工智能，把經
典中醫的各種治療手段與患者症狀對
應起來，經過大數據的篩選，選出最
具統計學意義──按置信度排名的治
療方法，令到古老的中醫煥發出新的
生命力。這正是問止中醫目前在做的

事。」 他認為，大膽介入 「非共識」
領域，遠比從事 「高共識」 的工作更
有價值和難度。 「外界誤解中醫診療
主要靠個人經驗，其實，科學的中醫
診療有非常嚴密的邏輯性和推演性，
我們就是要用科技手段來打破常
規。」

據悉，問止中醫研發的AI 「中醫
大腦」 是目前內地唯一臨床成熟的中
醫人工智能輔助診療系統。2008年，
問止中醫聯合創始人林大棟博士在經
方專家倪海廈的指導下，開發了一套
中醫經方專家系統，經過十年的經驗
積累，2018年，中醫人工智能輔助治
療系統──問止 「中醫大腦」 正式誕
生在美國硅谷。

其後，團隊成員不斷擴充升級這
套智能系統，以經方為基礎，拓展了
扶陽體系、溫病體系、婦兒皮膚骨傷
眼科等十大專科體系，完善了以倪海
廈為代表的中醫對治白血病、癌症等
的重症醫學體系，亦融入了以經絡腧
穴為基礎的傳統針灸，和以耳穴、頭
針、腹針為代表的現代針灸體系。崔
祥瑞2018年帶着 「中醫大腦」 回深圳
創業，並開設中醫人工智能互聯網醫
院。

在位於深圳寶安的問止中醫總
部，記者看到，中醫師們正在線上回
答全國各地患者的諮詢，他們將患者
的症狀輸入中醫人工智能輔助診療系

統── 「中醫大腦」 ，系統根據中醫
師輸入的信息，為每位顧客的 「個性
化體徵」 生成大數據分析，並提醒中
醫師可能遺漏的詢問，幫助中醫師甄
別容易誤診的病症，最後計算並推薦
出被屢次驗證過的最有效的處方。

治療30萬人 加速系統學習
崔祥瑞透露，截至目前， 「中醫大

腦」 已覆蓋現代人常見的3000多種疾
病和症狀，準確掌握8000多則方劑的
臨床應用，累計為全國30萬名患者提
供服務。隨着患者詢診量的增加，
「中醫大腦」 積累的醫療大數據也同
步增加，從而加速了 「中醫大腦」 人
工智能系統的學習與成長。

問止中醫的創始成員，均來自美
國史丹福大學及硅谷高科技公司，是
一群同時具有高科技從業經驗及中醫
臨床經驗的複合人才。崔祥瑞稱，
「中醫大腦」 秉承工程學的思維，在
中醫裏尋找簡單優美的 「公
理」 ，用計算機的語言，聯繫
疾病症狀和個性化的最佳處
方，未來希望繼續用科技
的方法探尋中醫療效的
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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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助力中國抗
疫，是治療新冠肺炎的
「中國方案」 之一。新

冠肺炎病毒仍在全球肆
虐的當下，問止中醫積

極為患者提供中醫經方思路指導下治療新冠
肺炎的 「問止中醫治療方案」 。中醫自古以來

面對疫情都曾立下赫赫戰功。古代，大半本的
《傷寒論》就是古人應用中醫對抗大型傳染病的白

皮書；近現代，非典一役中，中醫也大顯身手、屢立
奇功。

崔祥瑞介紹，問止中醫把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整個病
情中收集來的資料，分成早期、中期、重病期、恢復期等幾

個階段，就每個階段可能會有的主症、副症、可能舌脈等情形
進行辨別，應用 「中醫大腦」 作為輔助，把針對新冠肺炎各階段

的診斷及對治方案做了系統的分析，隨着病情在每個階段所展現
出來的不同症狀，利用 「方證對應」 的方法，為患者提供中醫經方

思路指導下的 「問止中醫治療方案」 。
問止中醫還將新冠肺炎病情不同階段的用藥做成圖示、圖表，方

便患者據此引為參考；並可透過 「中醫大腦」 人工智能的直接幫助，針
對每一個不同的患者找出更精確的治療方劑。

大顯
身手

中醫人才罕
有，基層應用則
更為稀缺。長期
以來，中醫藥在
基層衞生醫療服

務的現狀不樂觀，中醫人才越來越少，真
正以臨床思維從事中醫藥工作的人才，更
是鳳毛麟角。問止中醫的 「中醫大腦」 希
望賦能內地基層醫療結構，培養更多有辨
證思維的基層中醫師。

崔祥瑞介紹， 「中醫大腦」 主要有
三大應用場景：第一個是賦能基層醫療、
社區醫療、家庭醫生、藥店中醫坐堂、連
鎖藥診店，解決慢性病管理、家庭醫生的
預防康復服務、常見病的有效診療；第二
個應用場景是賦能互聯網醫療、線上問
診。目前，互聯網醫療、線上問診有 「低

年資醫生才有動力服務低價值患者」 的趨
勢，難以提供高質量的醫療解決方案，中
醫大腦的產品形態最適合線上問診，賦能
中醫師通過線上對患者實現精準辨證施
治、隨訪跟蹤療效、患者長期管理；第三
個應用場景是創新現代中醫專病專治專方
專藥的研究及產品化，由於中醫行業缺乏
結構化的數據，致使深度學習、數據挖掘
等目前無法實現，而 「中醫大腦」 的核心
是數據科學，當醫案數量足夠大時，便可
以從真實診療案例中，挖掘具有顯著統計
學意義的理法方藥，進行現代病中醫治則
的產品開發。

線上開班 入門到臨床研習
中國中醫學的理論體系博大精深，

近年高校中醫藥人才培養更加強調整體

觀。為了助力高校培養博學且專精的中醫
藥人才，問止中醫與山東中醫藥大學、江
西中醫藥大學等多所高校合作推出 「智慧
中醫」 興趣小組，邀請國內外中醫藥名家
為學生開設線上選修課及講座，並無償向
高校贈與 「中醫大腦」 的軟件，方便學生
進行臨床診斷學習。

問止中醫還開設有 「大醫小課」 、
「精一學院」 等線上課堂供愛好者們深入
學習探討，設有針律、方律、博士班、面
授課、民眾課五大課程，教學體系囊括從
零基礎入門到高水平臨床的階梯式學習。

在To B聯盟業務方面，問止中醫向
多家聯盟醫療結構輸出 「中醫大腦」 及相
關培訓，培訓了1000多名執業中醫師，
聯盟生態已為20多萬名患者帶去優質的
中醫服務。

繼往
開來

中醫人才緊缺 校企攜手培育

老齡化推動需求 市場規模撲1.8萬億
中醫診療服務市場廣

闊，吸引多方資本入場。問
止中醫對外公布的投資人，
包括大眾點評創始人張濤、

藍馳創投、真格基金等。聚焦在互聯網金
融、醫療健康、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領域
的藍馳創投，看好未來十年中醫產業的發
展，相關負責人表示，中醫藥是中華民族
的智慧結晶和民族瑰寶，中醫同時是一門
嚴謹的科學，在國家政策、頂層設計的引
導下，未來整個中醫行業有望進入到更合
規、更具標準化，同時更有科技含量的新
發展階段。

光大證券醫藥行業分析師林小偉認
為，隨着行業標準、機制體制和服務體系
的建立完善，中醫藥行業呈現出中西醫並

重、扶持與規範並舉、傳承與創新並進的
良好局面，行業步入高質量發展時期。

傳承創新並進 行業高質發展
中國中醫類醫院和床位數佔比自

2015年起逐年提升，中醫類執業醫師和
院校招生數穩步增長，2015至2020年中
醫診療和治療服務市場規模複合年化增長
率25.5%。

西南證券醫藥行業分析師杜向陽分
析，從需求端看，消費升級疊加老齡化程
度加劇推動居民保健意識提升，擴大慢病
管理需求；中醫在慢病管理、保健領域具
有遣方靈活、藥性溫和的特點，預計中醫
醫療服務需求將持續擴大。他說，部分中
醫藥民營機構在政策的支持下發展勢頭迅

猛，整合線上線下資源，進行跨省複製，
未來有望成為行業龍頭，盡享行業紅利。

從供給端看，華安證券醫藥行業分
析師譚國超透露，中醫大健康服務市場中
中醫診斷和治療服務2019年市場規模為
2920億元（人民幣，下同），預期到
2030年規模將達到18390億元，複合增
長率為18.2%，增速可期。他判斷，中醫
診斷治療與中藥細分賽道的蓬勃發展將有
效帶動整個中醫健康行業揚帆起航。

前述藍馳創投相關負責人亦表示，
「中醫大腦」 可以將中醫名師的臨床經驗
和最佳處方迅速地、規模化複製，打破傳
統中醫診療僅依靠線下問診的模式，形成
線上線下同時發力的優勢，而雙向擴張有
望成為公司未來收入主要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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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AI診症 大數據算出最佳療法
覆蓋3000常見疾病 準確掌握8000方劑

2022年3月26日
星期六

責任編輯：譚澤滔
龍森娣

美術編輯：蕭潔景

A17
經濟

◀崔祥瑞表示，給中
醫裝上AI 「大腦」 可
以規範中醫診療行
為，提升中醫診療標
準。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攝

◀◀問止中醫的中問止中醫的中
醫師借助醫師借助 「「中醫大腦中醫大腦」」 給給
患者診療患者診療。。
大公報記者毛麗娟攝大公報記者毛麗娟攝

▲圖為 「中醫大腦」 。受訪者提供

細化新冠患者病情
按階段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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