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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道） 近期在內地掀起的AI熱潮，不僅掀

起了人工智能學習潮，也一定程度上引發了「飯碗憂慮」。

作為專業人士，醫生如何看待自己的AI同行？

近日，由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聯合上海科學智能研究院

共同研發的「AI心醫生」——觀心大模型CardioMind beta

版正式發布。「我們能教會AI像頂尖專家一樣思考。」中國

科學院院士、中山醫院心內科主任葛均波這樣說。葛均波等

醫學專家認為，AI目前尚無法完全取代醫生，這不僅受限於

技術層面的不足，還涉及醫學倫理問題，因為承擔診療行為

法律責任和道德義務的主體是醫生，而非AI。但葛均波也坦

言，儘管自己擁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將來AI一定會超過他的

知識面，他期待借助AI，醫療能夠更精準、更高效。

神神州州熱點熱點

在2018年舉行的東方心臟病學會議的開幕式上，葛均波院士與AI機
器人「小葛」的一場對話，首次向心血管學界展示了人機協作診

療的構想。七年後，這一構想成為現實。作為國內首個深耕心血管專科
的醫療大模型，觀心大模型系統通過整合多模態診療數據與頂尖醫生經
驗，實現了從病史採集到輔助診斷的全流程智能化，標誌着AI技術在
垂直醫療領域的重大突破。

參與疾病診斷 注重「專科性」
「技術的爆發式發展遠超預期。」葛均波感慨道，「當年我們討論的
還是AI能否理解醫學知識，如今它已經能夠深度參與疾病診斷和臨床
決策。」葛均波介紹，為了更好地提升準確性，觀心大模型Cardio-
Mind的研發與訓練在常規心血管疾病指南、文獻輸入的基礎上，還輸
入了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內科積累的數十萬份電子病歷和心內科醫
生思維，以及品牌線上項目中提煉的疑難病例診療邏輯，「我們不僅餵
給AI數據，更教會它像頂尖專家一樣思考。」
不同於普通的通用大模型，此次公布的觀心大模型更注重「專科
性」，但並不意味着其知識庫僅限於專科內容。上述研發人員表示，
「我們所謂的專科化，不是比基礎狀態（例如通用模型）『損失』了非
心臟科的知識，而是比它顯著『增加』了更多的心臟科的知識。」香港
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此次大模型融入的知識庫精準聚焦心血管疾病，涵
蓋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各亞專科領域。更關鍵的是，系統突
破單一文本數據分析，實現了心電圖、超聲影像、實驗室檢查等多模態
數據的整合推理。

AI與醫生結合 節省醫患時間
那麼，在應用方面，大模型服務的對象是醫生還是患者？香港文匯報
記者了解到，目前該大模型包含就診系統與問詢系統，可以解析患者主
訴，結合病史和檢查數據，自動生成結構化電子病歷，完成智能病史採
集，還可以進一步根據病史，結合多模態數據深度推理，生成智能輔助
診斷。同時，由於其內置心血管醫學專科知識庫，讓它能夠精準回答心
血管專科問題，實現智能知識問詢。「大模型的使用者既有患者，又有
醫生，它既可以幫患者看病，又可以輔助醫生的工作。隨着大模型不斷
升級發展，未來是非常有可能發展成為患者可以直接通過大模型實現看
診開藥的，但目前來說，在使用AI醫生的同時，依然需要有真實醫生
對於處方進行審核。」
對於一些複雜的病例，即使是有經驗醫生也可能會出現不同的診斷意

見，那麼如何選擇「最優解」？上述研發人員直言，大部分重要的臨床
問題都會有明確的適應症和推薦等級，這也意味着，臨床問題存在一個
「最優解」，那麼通過大模型算法，「AI心醫生」是可以結合病例研
究以及數據分析來提供出「最優解」的，甚至可以解釋原因，解釋方案
來源於哪些臨床研究、彼時的結果如何等。且當前AI醫生給出的建議
都需要真實醫生的審核，所以即使存在一小部分可能沒有明確指南推薦
的問題，也可以由真實醫生根據經驗並結合患者具體情況，給出相應的
解決方法，「AI與醫生的結合，節省了醫患雙方的時間，也可以幫助
推論出『最優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越來越多的AI醫生助力醫學發展，此前，全
國首個「AI兒科醫生」在國家兒童醫學中心
北京兒童醫院正式上線應用，浙大兒院的AI
骨齡醫生則已經低調「工作」8年，迄今已
服務超過300萬的兒童。不過，在AI醫學發
展的同時，也存在着不少質疑的聲音，AI醫
生真的可以代替真人醫生嗎？如果出現了問
題，又該如何解決？

保密患者隱私 提供心理支持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國家兒童醫學中心主

任倪鑫表示，AI醫生並沒有醫師執照，也就
沒有處方權，所以需要和真正的醫生在一起
進行看診，但AI醫生的出現使得診室內出現
了「雙醫生」，有助於診療推進，且AI醫生
經歷了研發團隊的大量驗證，相信誤診率會

極低。「AI醫生與真實醫生不存在競爭，而
是互補，AI醫生具有現實醫生的專業知識這
點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醫患情感溝通的方
面，它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AI永遠不能取
代人類醫生，它的角色是輔助，做醫生的知
識後盾。」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則是患者信息的
保密。以此次觀心大模型為例，面對數據安
全問題，研發團隊表示已經建立了嚴格的數
據防火牆，患者隱私信息經加密處理後完全
匿名化。同時，該系統除了個體化交流、簡
化醫學術語、提供健康教育等基本功能外，
還特別植入了心理評估模塊，能夠為患者提
供心理支持。葛均波表示，「醫療AI的目標
是提升每一個環節的醫療質量，讓優質醫療
觸手可及。」
不難發現，隨着科技的不斷發展，業內對

於醫療AI的進化軌跡也愈發清晰，即從輔助
工具到協作夥伴，從技術概念到臨床「標
配」，借助AI力量將三甲醫院頂尖專家的經
驗轉化為可複製的「數字診療力」，助力實
現優質醫療資源下沉。

「天都塌了！病人 DeepSeek

後質疑我的治療方案，氣得我

自己又查了一遍指南，才發現指南更新

了。」一位醫學博主在互聯網上發布的視

頻，吸引了不少關注。亦有認證醫生發布視

頻實驗DeepSeek是否能實現現場看病，在詳

細對DeepSeek描述了病患情況後，該醫生表

示，「DeepSeek對我們患者的診斷以及給出

的建議其實和我們臨床是非常接近的，我們

還是要驚嘆AI智能的厲害。」

不過，也有醫學博主分享了反面案例，即

在值班時患者家屬要求使用DeepSeek推薦的

藥品，但醫生表示該藥其實有禁忌，並不適

用於該病患個體，卻遭到質疑。

「我會用AI進行參考，比如讓我提前了解

問題，但最終還是以醫生的判斷為主，畢竟

AI在我看來還沒有發展到那麼先進的程度，

醫生的臨床經驗以及對於患者個體的判斷肯

定是更人性化且合適的，所以如果AI工具和

醫生的判斷有差別，我還是會以醫生為

主。」王小姐這樣說道，她表示，自己平時

也會用 AI 工具如 DeepSeek 進行資料的查

閱，「對於普通的資料收集，我相信AI已經

達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但其實我在檢查過程

中，也發現過有一些細節有誤，畢竟人工智

能的發展還在繼續，在醫療領域，醫生的專

業性和權威性還是不可置疑的，對於健康問

題，我覺得還是要相信專業醫生。」

李女士則表示，健康問題不容忽視，「網

絡答案五花八門，以前有些病痛去上網搜索

後，在專業知識不足的情況下，過於相信

AI 搜索其實反而會加重自己的疑心病，比

如之前家中老人只是因為舊疾復發導致的身

體不適，但同樣的不適被網絡歸結為多種原

因，反而讓老人擔心是否產生了新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作為輔助工具 AI 可以參考，但

還是應該保持良好心態，相信醫生專業判

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特稿

適應AI滲透 醫患都需要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澎湃新聞報道，經中國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月28日，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
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對余華英執行死刑，檢察機關依法派
員臨場監督。
法院經審理查明，余華英為謀取非法利益，於1993
年至 2003年期間，分別夥同他人，在貴州省、重慶
市、雲南省等地流竄作案，拐賣兒童17名。據此，貴
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於2024年10月25日作出一審刑
事判決，以拐賣兒童罪判處余華英死刑，剝奪政治權利
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余華英不服，提出上
訴。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經二審審理，裁定駁回上訴，
維持原判，並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經
覆核，依法核准余華英死刑。
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執行死刑前，安排余華英會見

了近親屬，充分保障了被執行罪犯的合法權利。

楊妞花代理律師：感到欣慰
余華英拐賣兒童案受害人，亦是此案關鍵人物的楊妞
花獲悉消息後，瞬間眼含淚水，姐姐在旁邊也緊緊抿着
嘴。楊妞花代理律師王文廣告訴澎湃新聞，為案件的最
終結束感到欣慰。
2022年6月，貴陽警方依據楊妞花提供的線索，將人

販子余華英抓獲，並查明其拐賣了楊妞花等11名兒
童。2023年7月余華英拐賣兒童案一審開庭，同年9月
貴陽中級法院一審判處余華英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

身，余華英提出上訴。此後二審期間，警方又查明余華
英涉及其他拐賣案，貴州省高院將案件發回重審。
2024年10月11日，余華英拐賣兒童案在貴陽市中院
重審一審開庭，余華英被控拐賣兒童人數從11人增至
17人。10月25日，貴陽市中院再次依法判決余華英犯
拐賣兒童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
個人全部財產。宣判後，余華英當庭提出上訴。貴州省
高院二審認為，余華英把兒童當做商品任意買賣，嚴重
侵犯被拐兒童的人格尊嚴和人身自由。余華英主觀惡性
極深，犯罪後果極其嚴重。12月19日在貴州省高級人
民法院重審開庭，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余華英重
審二審再獲判死刑。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
針對賴清德出席紀念「二．二八」事件活動
時的相關言論，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2月
28日答問表示，發生在78年前的「二．二
八」事件是台灣同胞反抗專制統治、爭取基
本權利的正義行動，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
組成部分。民進黨和「台獨」分裂勢力出於
謀「獨」動機，別有用心地利用這一事件，
刻意歪曲歷史事實、掩蓋歷史真相，把事件
歪曲為「台獨起點」，企圖割斷台灣與大陸
的血脈聯繫，惡意挑動「反中抗中」，撕裂
台灣社會，製造兩岸對立，用心極其險惡。

「二二八」事件史實屢遭扭曲
朱鳳蓮指出，賴清德口口聲聲表示要促進
「台灣團結」，但在紀念「二．二八」事件
時，不僅不基於歷史事實彌合台灣社會裂
痕，反而大肆進行政治操弄，鼓吹「台獨」
謬論，宣揚分裂主張，炒作「大陸威脅」，
再次充分暴露其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煽
動對立對抗、蓄意加劇兩岸緊張的禍心。希
望廣大台灣同胞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
觀、國家觀，客觀認識「二．二八」事件，
不要被民進黨當局蠱惑欺蒙，從民族大義和

自身福祉出發，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共
同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2月28日，台盟中央在北京召開「兩岸青年
共憶『二．二八』」——紀念台灣人民「二．
二八」起義78周年交流研討會。兩岸青年、專
家與會研討，共溯歷史並展望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前景。「『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續發展，
是中國歷史進程的一部分、中國民主革命的一
部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台灣史
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程朝雲當日表示。
北京工商大學海峽發展研究院院長于強指
出，「二．二八」事件史實多年來屢遭扭
曲，成為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挑撥兩
岸關係的工具，歷史真相及意義的模糊化，
使台灣青年無法正確認識自身的文化根脈。
台灣政治大學博士研究生馮寧默分析指
出，經學術調查發現，有一些組織機構在暗
中助力歪曲事實，以言論自由為名，將「二．
二八」事件納入分裂話語，其中不乏境外勢力
干涉跡象。她認為，破除歷史歪曲需回歸本
真，從微觀、宏觀雙重視角全面理解歷史各要
素，才能有力戳破「台獨」勢力謊言，讓兩岸
民眾正確認識「二．二八」事件在追求國家
統一、民族解放進程中的歷史地位。

國台辦：民進黨利用「二．二八」事件製造兩岸對立人販子余華英伏法 曾拐賣17童

●2024年12月19日，余華英（前中）在庭審現場。
資料圖片

從輔助工具到協作夥伴 AI讓優質醫療觸手可及

●越來越多的AI醫生助力醫學發展。圖為多
學科專家正和AI兒科醫生進行會診。

網上圖片

●「AI心醫生」——觀心大模型CardioMind beta版正式發布。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