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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2025 年 3 月 14 日

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 3 篇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相关信息，时间

从 2025 年 3 月 8 日到 2025 年 3月 14 日，监测范围包括全国主流媒

体及政府网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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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内容

1.标题：“人工智能+医疗”怎么加？代表委员建言

来源：中国新闻网

链接：



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5/03-10/10381142.sh

tml

主要内容：

“人工智能+医疗”怎么加？代表委员建言

2025-03-10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北京 3月 10 日电(赵方园 王庆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

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如今，AI 医疗作为一个重要探索方向，正在从辅助

诊断、疾病管理向更深入的领域延伸。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就“AI+

医疗”应用潜力、应用规范等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认为，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深度推

理大模型将赋能医药工业，为制药企业带来研发、生产、流通和终端消费等全链

条的质量提升。同时，深度推理大模型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用户的相关系统对接

后，制药企业可以合理、高效地利用大健康数据、医疗大数据等，制定更有针对

性的研发方向和市场策略。

对于当前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全国政协委员、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丁列明指出，“尽管 AI 在药物研发领域的应用前景广阔，但仍面临一些关键

挑战，尤其是 AI 技术从实验室研究到实际临床应用，仍然需要大量的验证和优

化。”

他认为，AI 正在并将继续深刻变革生物医药创新领域，包括在靶点发现与

验证、分子设计与优化、临床试验优化、个性化治疗与精准医疗等方面，AI 的

应用已经带来了显著的突破，能大大提高新药发现的效率，降低研发成本，缩短

新药上市周期。

谈到人工智能与中医药，全国人大代表、步长制药副董事长赵菁指出，将

AI 技术与中医几千年积累的知识宝库相融合，并进一步对其完善，会更大程度

上赋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比如在新药研发方面，可加速 AI 驱动的新药研

发，利用大数据模拟分析中草药成分药效与毒性，提升配伍筛选效率，缩短研发

周期。”

https://www.chinanews.com.cn/


近期，全国多家医院官宣接入人工智能大模型，但同时，也有地方发文禁用

AI 处方。“人工智能+”应用边界在哪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赵宏表示，AI 不能代替

医生，但可以成为医生很好的工具和助手。在未来，AI 可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我们非常鼓励在技术上对它进行前沿的探索性研究，但要真正应用在人

身上还是一定要谨慎。

“随着 AI 的出现，科技发展很快，很多医院引入了 DeepSeek 大模型，我们

的乡村医生也可以使用。”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耿福能在调研

时发现，过往由于基层医疗设备匮乏与人才断层，导致“小病拖大、大病误诊”。

AI 下乡，不仅有助破解基层医疗“老三样”(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的困局，

还能引领基层诊所数字革命。

“以往乡村医生诊疗手段局限，如今借助互联网医疗，乡村医生可精准判别

疾病类型，用药更具针对性。”他认为，AI 医生的应用，不仅能解决分级诊疗

中的难题，还能推动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融合，形成统一的诊疗标准。

在耿福能看来，中医药的“治未病”理念还将因 AI 获得科学化表达。“我

们过去是看病，大模型出现后，未来就可以‘算病’了。过去中医说治未病，实

际上是通过面诊等方式大概判断会发生的病变，现在大模型病种集中的数据多了

以后，它就可能推演出来以便于提前干预。”(完)

2.“智慧医疗赋能未来”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 AI医疗专题

培训会

来源：四川新闻网

链接：

https://local.newssc.org/system/20250311/003576299.htm

主要内容：

“智慧医疗赋能未来”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 AI 医疗专题培训会

2025-03-11 来源：四川新闻网



为进一步提升医院职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与应用能力，推动智能化工具

在工作中的实践，于 2025 年 3 月 5 日 16:00，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特邀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信息管理与数据中心李瑞主任在线开展 AI 医疗专题培

训会。在家领导班子、临床医护技及行政管理人员参与此次培训。

李瑞主任深耕医院信息化建设 17 年，发表多篇高质量论文，曾获中国医药

信息化十佳 CIO 称号，在医院信息化建设领域有深厚造诣。

会上，李瑞主任系统解析了 AI 在医疗领域的实践与趋势，科普了人工智能

在医疗领域的核心应用场景，如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及临床辅助应用，介绍

了天坛医院 AI 辅助脑卒中筛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DeepSeek 多模态部署等典型

案例，分享了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创新突破，如大语言模型（如 GPT-4）可赋

能基因测试、健康咨询及医疗文书撰写。他指出，医疗文书不仅是数据共享和合

规性审查的基础，还是各项大型检查的重要依据，这些模型基于深度学习技术，

通过大量医学专业数据进行训练，以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准确性，助力医生优化

诊疗流程。同时，李瑞主任提出了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应用的挑战和风险，如数

据隐私保护、算力需求过大及 AI 幻想等。他表示，这些挑战需要医务工作者与

AI 协同，从“执行者”转向“决策把关者”，摆脱对 AI 的认知依赖。

最后，该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天勋充分肯定了全院职工以主人翁姿态参与

本次培训交流的积极态度，强调 AI 技术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全院职

工要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关注 AI 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应用趋势，以人工智能应用



技术为抓手，推进诊疗、管理与科研的智能化转型，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高效

的医疗服务。（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供图）

3.深圳全力打造医学 AI 创新发展先锋城市

来源：央广网

链接：

https://sz.cnr.cn/wqyq/20250312/t20250312_527097194.shtml

主要内容：

深圳全力打造医学 AI 创新发展先锋城市

2025-03-12 来源：央广网

原标题：

深圳全力打造医学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锋城市

近 450 个“AI+医疗”产品落地

近日，由迈瑞医疗和腾讯联合开发的全球首个重症医疗大模型在深圳落地。

在试点的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医生借助 AI 能在 5秒内完成诊疗全情的回溯、整

合，1分钟完成病历书写，并拥有一本即问即答的重症知识“百科全书”。

记者从深圳市卫健委获悉，初步统计已有近 450 个人工智能产品在全市各级

医疗卫生机构应用落地，其中临床医疗服务类 404 个，医院管理类 29 个，公共

卫生管理类 4个，科教研辅助类 2个，支撑环境类 8个。

在深圳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背景下，深圳卫健系统也明确了自己的

目标：全力打造医学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先锋城市。

“AI+医疗”改善服务效能

近年来，深圳在加快打造医疗卫生高地的同时，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也走在

全国前列，医疗卫生系统数字化转型已取得显著成效。2023、2024 连续两年深

圳市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总指数在全国 36 个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及省会城市中

排名第一，为 AI 技术的应用提供了丰富场景支撑和真实世界数据积累。



AI 辅助诊断、病历分析、个性化治疗方案制定、健康管理……作为引领未

来的关键技术，AI 正全方位改善深圳医疗服务效能，带来更高效、更个性化的

医疗服务。

在市妇幼保健院，AI+产前超声，让孕中期“大排畸”——Ⅲ级超声检查，

从 30 分钟缩短至 10 分钟，超声医生工作效率翻了一倍多，科室超声影像标准化

率提升了超三分之一。

在市三医院，AI+体检，“DeepSeek+腾讯混元”双 AI 模型帮助体检者精准

匹配项目，拿到报告后，还能一键“翻译”成“大白话”，标识出不同健康风险

等级，提出合理建议。

在东门社康，AI+健康管理，AI 随访系统可跟踪患者健康状况，及时提醒复

查或调整治疗方案，增强家庭医生与患者互动。

16类场景加速推进 AI 应用

北大深圳医院每年完成胃肠镜检查超 8万例次。过去，内镜清洗要靠护士手

工完成。现在，该院与深圳市博为医疗机器人有限公司合作研发了内镜清洗机器

人，全自动完成从漂洗到甩干、烘干、消毒等十多道工序，内镜清洗岗位从 5

人减至 1.5 人。

市二医院与深圳市迈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外骨骼康复机器人，改

变了过去依靠康复医师“耳提面授”式提醒的局面，通过 AI 动态捕捉步态并进

行分析，让患者通过正确姿势达到更好的康复效果，大大缩短了住院周期。

宝安区中医院与深圳泰艾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研发艾灸机器人，通过

视觉识别算法自主深度学习，精准识别人体穴位，进行五大古法艾灸，并实现智

能温控，保证治疗安全。

在深圳，企业有技术，临床有场景，双方一拍即合，就能打造出“好用”的

“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产品。

据了解，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

的 84 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市卫健委以方便市民全流程智能化就医、打造全 AI

化医疗卫生服务场景等为主线，集成 16 类 63 个场景，加速推进 AI 在医疗卫生

全域全时全场景应用。

3年内 AI 深度渗透医疗领域



3 月 3 日，深圳市发布《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

—2026 年）》，支持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

工智能先锋城市。在医疗服务领域，推动智能就医、智能诊疗、智能健康管理、

智能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医用机器人等落地应用，加快打造人工智能示范医院，构

建“预防-诊疗-康复”全链条智能服务体系。

作为全市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企业资源链接平台，数智健康联

合创新实验室已在深圳市健研数管中心成立。该实验室将是深圳卫生健康数字化

系统工程的重要创新载体、核心成果转化的重要基地和创新场景应用推广的关键

策源地，通过集中算力、大模型、语料库等资源，采取中心化方式，本地集中部

署 DeepSeek、启元重症等大模型，并完善 AI 质控与评价、应用场景监测等功能，

做到“快普及、防风险、降成本”。

深圳已为“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描绘出新愿景：到 2027 年底，人工智能深

度渗透到医疗服务、中医药、公共卫生、医学教育、医学科技、生命健康、医药

和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等各个领域，医疗健康大数据、人才、资金、算力、算法等

为人工智能+医疗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惠民、助医、辅政、兴业的人工智能+

医疗健康创新应用场景丰富活跃，打造一批人工智能+药械专业园区，建设若干

个人工智能+药械研发平台，形成一批示范性强的人工智能+医疗健康应用场景，

打造 2-3 家 AI 示范医院，建设 1-2 个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示范区，推动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产业形成集聚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