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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医院”来了吗？医疗创新“快”中要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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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瑞丰 李恒 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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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个月，每个月都会有 1
至 2个傍晚上演一次金星伴月，本
月也不例外。12月 5日，这幕高颜
值的“星月童话”将再现夜空，成为
天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近期，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很
多人在下班或放学的路上都会看到
西南方天空有一颗超级明亮的星星
在“值守”，它就是“夜空中最亮的
星”——金星。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
文学会理事杨婧介绍，由于金星位
于地球轨道之内，因此从地球上看
去，金星只会出现在太阳附近一定
范围内的天空中。通常情况下，强
烈的阳光会导致我们无法看到太阳
附近的金星，只有在日出前和日落
后的一段时间才能够看到金星。

月球在“巡天”过程中，常常会
从行星和黄道附近的一些亮恒星旁
边经过，形成亮星伴月的天象。在
诸多亮星伴月的天象中，金星伴月
特点鲜明：只出现在日出前或日落
后的一两个小时内；月亮的形状永
远是一个小月牙儿；二者的亮度比
较匹配，观赏效果好，赏心悦目。

杨婧说，与上个月那次金星伴
月相比，本月的这次观测条件更好：
日落时金星的地平高度达到 23度，
抬头就能看到它；金星越来越亮，亮
度由-4.0等增至-4.2等；可观测时
长从1个小时增至2个小时。

（周润健）

金星伴月5日再现夜空
这次可观测时间更长

第二届“中国建造·慧享未来”建筑机器人大赛在渝开赛

这是12月3日在第二届“中国建造·慧享未来”建

筑机器人大赛上拍摄的机器铺贴机器人竞赛现场。

当日，由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四川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建造·慧享未

来”建筑机器人大赛在重庆大学虎溪校区举行。本

次大赛结合建筑机器人及智能产品研发创新实际设

置了创意设计、性能表演、实战比拼3大竞赛类别，通

过线上报名和筛选后，全国19个省市的104个团队、

122项产品作品入围。 王全超摄

这不，还没进腊月门，一则“未来
5年都没有年三十”的消息就引发公众
关注。消息称，2025年至2029年的连
续5年都没有年三十。也就是说，过
了腊月二十九，就直通大年初一。这
几年的年三十都去哪儿了？影不影响
人们过年？听听专家怎么说。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杨婧介绍，腊月，是农历中
十二月份的别称。农历是我国的传
统历法，以月球绕地球运行周期并兼
顾地球绕太阳运行周期而制定，是一
种阴阳合历。农历月主要根据月亮
圆缺变化的周期而制定。在现代天
文学中，已经可以根据月亮和太阳的
高精度位置模型准确算出一整个月
相的变化周期约为 29.5306天，这一

周期被定义为“朔望月”。
由于一个月的天数要用整数表

示，因此有时是小月（29天），有时是
大月（30 天），而且大小月的出现并
非一大一小或一小一大间隔排列，也
有可能出现连续几个大月或连续几
个小月的情况，这需要通过精确的计
算来确定。

如果腊月正巧碰上农历小月，就
是29天，则没有腊月三十（民间俗称
年三十、大年三十）。杨婧表示，年三
十“缺席”的情形差不多每隔几年就
会出现一次，甚至还有可能会连续

“缺席”。不过，由于“朔望月”平均长
度稍长于29.5天，所以每年大月出现
的次数要稍多于小月，这也导致有年
三十的农历年份要比没有年三十的

农历年份多。据统计，未来26年，也
就是到 2050年，有年三十的年份共
有14次。

没有了年三十，过年就会失去灵
魂吗？“不会！岁末的最后一个晚上，
民间习惯称为‘除夕’。除夕，不仅是
家人们的团聚时刻，更是辞旧迎新的
重要日子。因此，不管腊月是 29天
还是30天，它都是农历年的末尾，其
团圆之意仍旧在，且已经是约定俗
成，不会影响除夕的存在，也不会影
响人们过年的心情。这么来看，未来
5年都没有年三十，真不是什么大
事，公众不必大惊小怪。”民俗学者、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说。

（周润健）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莫大惊小怪！“年三十”连续5年“缺席”并非新鲜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