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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医学在现代医疗发展中日益受到重视,中医临床诊疗具有广泛的前景和巨大的潜力,然而现行

中医诊疗模式在服务能力和诊疗效果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医诊疗模式

的迭代升级提供了契机。本文通过梳理人工智能赋能中医临床诊疗的现状,明确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医临床

诊疗中面临的数据整合、数据质量及数据分析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从学科融合、数据质量优化、数据隐私

保护及推广应用等方面进行赋能,为提升中医临床诊疗实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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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care,and
 

its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have
 

broad
 

prospects
 

and
 

enormous
 

potential.
However,the

 

curr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odel
 

have
 

serious
 

shortcomings
 

in
 

service
 

capacity
 

and,diagnosis,and
 

treatment
 

effec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technology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iterative
 

upgra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odels.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tradi-
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clarified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data
 

integration,data
 

quality,and
 

data
 

analysi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and
 

proposed
 

to
 

empower
 

from
 

the
 

aspects
 

of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data
 

quality
 

optimization,data
 

privacy
 

protection,and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
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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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以其独特的诊疗技术和明确的疗效,在服务

全民健康中作出重要贡献,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发布的《2022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22年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数为80

 

319个,
比上年增加2

 

983个,总诊疗人次12.3亿,比上年增

加0.2亿人次。面对巨大的全民健康需求,当前中医

诊疗模式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中医诊断

过程中医生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导致诊断结果的一致

性和准确性难以保证,中医治疗方案缺乏标准化和规

范化的诊疗路径等[1]。而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

快速发展为中医诊疗模式的迭代升级带来了新的机

遇,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诊疗模式,可以有效提高临床

诊疗的准确性,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如人工

智能根据大量病例数据的训练和学习,为患者病情进

行画像,协助医生理解和掌握病情,提高临床诊疗效

率[2-3];并通过对临床数据的挖掘、分析和预测,协助

管理者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降本增效[4]。但是,由于

中医临床数据的复杂性、可用性等问题使得中医诊疗

模式智能化受限,效果并不明显。本文从人工智能与

中医临床实践的现状出发,梳理了人工智能赋能中医

316重庆医学2024年2月第53卷第4期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XGL012);重庆市长寿区卫健委科研项目(2023010039)。 △ 通信作者,E-mail:dcfzmd@126.

com。



临床诊疗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推进中医临床诊疗的

智能化和数字化提供借鉴。
1 现  状

1.1 辅助诊断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构建和完善中医临床知

识图谱、利用深度学习技术,为中医诊断提供新的手

段和工具,如基于深度学习技术,根据大量中医诊疗

数据和医学知识构建中医临床知识图谱,有效识别患

者的疾病类型和病情程度,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治疗

方案[5-6];同时将诊断、病因、方剂等数据结构化组织

到医疗大数据平台,医生可以快速获取患者的信息,
并利用系统推荐的诊断、用药进行调整,全流程数据

管理使得医生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和利用患者信息,
实现对患者全流程数据管理[7]。
1.2 症状识别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而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图

像识别等技术,辅助医生进行症状识别[8]。如智能脉

诊仪可以通过中医脉象识别算法,将患者脉搏信息传

递给医生,有效识别患者的健康状态,并结合综合智

能中医问诊信息,自动生成健康状态报告,包括慢性

病风险提示、个性化中医健康管理方案建议及健康状

态趋势分析等内容,不仅让患者更加了解自身健康状

态,对临床医生开展诊疗也具有较高参考价值[9-10]。
1.3 疗效评估

 

人工智能在临床治疗效果评价和分析中的应用

前景非常广泛,如人工智能通过各种传感器和电子设

备,实时、准确地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为医生提供更

全面、更准确的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11]。医生利用大

数据平台对比治疗前、后的数据和指标,可以判断治

疗效果,帮助医生优化治疗方案,减少医疗事故发生

的风险,提高治疗的准确性[12-13]。
1.4 个性化治疗

中医强调个性化治疗,而人工智能技术综合患者

诊疗历史数据和当前检验检查结果,为患者构建个性

化治疗方案[14]。如根据患者历史诊疗数据和当期检

验检查数据,对患者体质进行辨识,识别患者个体特

征和疾病情况,对患者进行药物推荐,并通过对治疗

效果的监测和分析,及时优化治疗方案[15-16]。
2 问  题

2.1 数据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在中医临床诊断中,主要依据的是望、闻、问、切
“四诊”,其中望诊主要观察患者的面色、舌象、脉象等

来判断病情;闻诊则是通过嗅闻患者的口气、汗味、尿
味等来辨别病症;问诊则是通过询问患者的病史、症
状、生活习惯等来了解病情;切诊则是通过触摸患者

的脉搏来判断脏腑功能的状况,这“四诊”信息相互关

联,甚至存在矛盾,使得中医诊断数据极具复杂性[17]。
尤其是在中医临床治疗中,治疗方案的制订受到患者

年龄、性别、体质、病情、病史等因素的影响,中医治疗

手段多样,如中药、针灸、推拿等,不同治疗手段对于

不同病情具有不同效果,这也为治疗方案的制订带来

了挑战[18]。
2.2 数据质量和可用性

由于中医诊疗数据来源广泛,质量参差不齐,包
括患者自述、医生诊断、实验室数据、影像学检查等,
存在数据不完整、不准确、不一致等问题,使得数据标

准化程度低,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难以进行

跨领域、跨学科的数据整合和分析[19-20]。另外,数据

可读性差,它包含大量的专业术语和符号,大数据平

台在进行人工智能识别和处理时,必须首先构建语料

库,融合循证医学和专家共识,才能有效改善中医药

诊疗数据的质量和可读性[21]。
2.3 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

针对中医临床诊疗数据的特点和问题,需要采用

相应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例如,中医临床诊疗数

据包含大量的定性描述信息,这些信息难以直接量化

处理,需 要 通 过 自 然 语 言 处 理 技 术 进 行 有 效 甄

别[22-23]。此外,中医临床诊疗数据的推理和决策过程

也需要相应的技术支持,现有数据分析方法往往只能

提供一些表面的统计结果,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挖掘,
因此难以揭示疾病的本质和规律,影响了中医临床诊

疗的准确性和科学性[24-25]。
2.4 数据整合与共享

在实现中医临床诊疗数据智能化的过程中,如何

有效地整合和共享数据是一项重要任务,由于中医诊

疗数据的分散性,缺乏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不同医

疗机构和研究机构之间的数据难以实现有效共享[26];
同时中医临床诊疗数据涉及患者的个人信息和健康

状况,如果数据共享不当,可能导致隐私泄露,给患者

带来不 良 影 响,因 此,医 疗 机 构 数 据 共 享 的 意 愿

不强[27]。
3 对策和建议

3.1 加强学科融合

人工智能赋能中医临床诊疗的关键在于培养中

医知识兼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才。中医高等教育在以

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下,优化课程

设置,将中医理论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让学生在掌

握中医知识的同时,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沿进展,
培养人工智能思维[28-29]。在科研领域,鼓励中医专家

与计算机科学家共同开展研究,以解决中医诊断、治
疗和药物研发等方面的难题,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

大量中医古籍进行挖掘,以发现古方中的有效成分和

治疗机理,或者利用计算机模拟技术研究中药的药效

和毒性,以提高药物研发的效率[30-31]。
3.2 建立标准化的中医数据集

为了使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医领域,构建标

准化、高质量的中医数据集有助于提高中医诊断和治

疗的精准性、可靠性和可重复性[32],如疾病分类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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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必须结合中医诊疗的临床实际情况,体现中医特

点,以便于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中医症状的标准化

可以借用现代医学量表方法,对中医症状(包括症状

命名、定义、描述和程度等)进行量化评分[33];另外,需
要充分挖掘古今中外的治疗经验,对各种疾病的治疗

方案进行梳理和总结,并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成果,不
断优化和完善治疗方案,为临床医生提供更为科学、
有效的诊疗指导[34]。
3.3 注重伦理和隐私保护

 

在人工智能赋能中医临床实践的过程中,伦理和

隐私保护至关重要[35]。收集和处理患者数据时需要

注意数据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包括获取患者或其监护

人的知情同意,确保数据使用的合规性,以及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防止数据泄露;数据监管和使用时应进行

充分的伦理审查,确保项目符合伦理原则和相关法

规[36];在数据管理和保护机制方面,应确保患者数据

仅用于合法、正当的目的,并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不

得擅自泄露或转让[37];在患者知情权方面,医务人员

应充分告知患者使用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可能的风

险,保证患者有足够的知情权[38]。
3.4 推广应用

为了充分了解人工智能在中医临床诊疗中的应

用,应加强宣传和推广工作,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
如电视、报纸、网络等,报道人工智能在中医诊疗中的

应用案例和成果,提高公众的认知度和关注度[39]。政

策层面给予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医诊疗应用中的支持,
以鼓励企业和研究机构投入更多资源开展相关技术

研究[40]。国际合作交流方面,引进国外先进的人工智

能技术,将传统中医临床诊疗应用成果进行有效推

广,提高国际影响力。
4 结  论

  人工智能在中医临床诊疗中的应用具有广阔的

前景和巨大的潜力,通过加强人才培养、建立标准化

的中医数据集、强化科研合作、注重伦理和隐私保护

及推广应用等对策和建议的实施,相信可以有效推动

人工智能在中医临床诊疗中的应用和发展,提高诊疗

效率和准确性,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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