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捕捉表情
攝像頭捕捉患者面
部表情（神經、肌
肉等組織功能）、
言語的流暢度、神
志的清醒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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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分診
採集全套信息後，開始運轉實現精準分

診、篩選

觸屏互動
患者坐進 「蛋殼」 中，
插入醫保卡，觸屏回答
AI問題，完成病情敘述

收集參數
傳感器實時測量患者心
率、血壓、體溫、呼吸
頻率等生理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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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內容歡迎
掃描二維碼，
瀏覽全媒體相
關報道

在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急診大廳裏，有
一顆頗為吸睛的 「蛋」 ，坐進 「蛋殼」
中，插入醫保卡，就可以通過回答面前
屏幕上的問題，完成病情敘述與預檢分
級。不必排隊等候忙碌的預檢台護士解
答，也沒有羞於病狀的難以啟齒，還能
直接測量基本生命體徵數據……這顆
「蛋」 一樣的自診艙，承擔着急診預檢分診
工作，醫生護生們喜歡稱它為 「超級醫學大腦」 。

幫助實習醫生積累實戰經驗
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急診科行政副主任、主任

醫師彭滬（圓圖）告訴大公報，急診的就診順序從
來不是 「先來後到」 ，而是根據疾病輕重緩急分級
別決定候診時間，因此急診預檢台的工作，對人員
知識儲備、臨床經驗甚至工作時的精神狀態等都有
極高要求。然而目前上海三級醫院急診科現狀是長
期病患量巨大，而培養資質過硬的護士還需時間，
「人力有時候也會有限，因為有可能狀態不好。」

對此，醫院急診科與相關人工智能與大數據企
業展開合作，研發了 「急診預檢分診超級醫學大
腦」 。 「這個系統整合了內科12大專科，4000多種
疾病。至今已有13個版本的迭代，在一些專業術語
的表述上，也更貼近醫生們的習慣。」 除了對人類
自然語言做出反應進行人機互動，AI超級醫學大腦

還能通過傳感器實時測量患者心率、血
壓、體溫、呼吸頻率等生理參數，通過攝
像頭捕捉患者面部表情（神經、肌肉等
組織功能）、言語流暢度、神志清醒度
等。採集完患者全套信息後，大腦就能
實現智能、精準、快速分診。

彭滬笑言，AI超級醫學大腦還能幫助
實習醫生盡快獲得實戰經驗， 「它是引導

式問詢，實習醫生從旁輔助時，就可以跟着AI超級
醫學大腦對於病情判斷和分析方式，形成一套適用
於實際診療的邏輯思維。」

準確率達95% 看病更省時
未來，彭滬直言希望在急診預檢大廳多擺幾顆

「蛋」 ， 「病人坐下來和機器交互之後，直接就能
預檢分級，不用排太長的隊伍。AI超級醫學大腦能
快速篩查有危險或潛在風險的病人，病人就會更安
全，體驗也會更好。」 據悉，有了AI加持，急診智
能預檢系統一年多來已為45萬人次患者提供深度問
診、分級、分診，精準輔診，分診準確率從69%提
升至95%。 「這
一年多我們通過這
個系統做預檢分診
的病人大概有五十
幾萬了。」

坐進 「蛋殼」 裏，與AI超級醫學大腦進行幾句對話，不僅能判斷急診患者病情輕重緩急，
進行預診分診，還能獲得體徵參數……人工智能時代， 「未來醫院」 的智慧場景在上海市第
十醫院真實上演。該院醫生告訴大公報，除了對人類自然語言做出反應進行人機互動，這個
AI超級醫學大腦還能通過傳感器攝像頭等測量患者心率、血壓等生理參數，捕捉患者面部表
情，精準快速分診，同時快速篩選有潛在風險病人，保證安全同時讓病人體驗感更好。

人機互動收集參數人機互動收集參數 快速篩選急症患者快速篩選急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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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繪蜀繡紋樣 非遺煥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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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一張照片輸入軟件系統，幾分鐘即生成一
幅適合蜀繡的紋樣設計圖，繡娘隨後開始刺繡。
同時，幾百公里外，顧客在手機上可隨時了解繡
娘的刺繡進度……近日，成都 「AI新錦繡」 產品
獲首屆天府文創大賽金獎，讓傳統非遺有了更多
可能性。

17日，在成都高新區的蜀菁館工作室內，擺

滿了蜀錦、蜀繡作品，多以大熊貓為主。 「我們
使用數字圖片處理技術設計紋樣，不僅設計快
捷，而且保證每件作品獨一無二。」 工作室負責
人鍾明表示，按照傳統工藝，蜀錦、蜀繡紋樣需
畫師專門繪製，少則數天，多則數月，而 「AI新
錦繡」 將這一過程縮短至幾分鐘。

記者在現場看到，一張大熊貓特寫照片，經
技術人員通過軟件處理後，可呈現數十種變化。
「最重要的是，每一種設計方案都適合蜀繡工
藝。」 鍾明從事傳統手工藝已有17年，為了應對
市場變化，另一方面也希望拓寬傳統手工藝表達
的可能性，他於2016年開始研究圖片處理技術與
蜀繡結合。他認為，該技術能把每個人喜歡的照
片變成蜀繡，讓蜀繡進入千家萬戶，傳統非遺也
得以煥發新生。 中新網

AI蛋精準分診
醫生最佳拍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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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輔助影
像診斷系統
大幅提升醫
生 看 片 效
率。
大公報記者

夏微攝

慧眼閱片
醫生有的放矢

AI蛋如何工作

▲

急診患者坐在AI蛋中與
系統互動進行預檢分級。

大公報記者夏微攝

除了AI大腦，上海十院
還有一雙AI慧眼。 「讀完一位
患者胸部CT的所有橫截面影

像至少要花十多分鐘，若病情複雜，甚至會超
過半個小時。面對眾多患者，我們既想加快速
度減少病人心懸等待時間，又怕忙中出錯漏過
蛛絲馬跡。」 這是不少放射科醫生的心聲。由
於體檢發現的肺部結節往往體積很小，有時還
會與局部小血管、小支氣管等影像混淆，所
以，放射科讀片醫生工作強度很大，時刻要保
持高度緊張，生怕一個疏忽就會漏診。

然而自放射科投用了 「AI輔助影像診斷系
統」 ，讀片效率成倍提升。系統可以快速找出
肺部所有結節並定位，還能判斷大小、危險程
度，也可與之前檢查作對比，將所有可疑部位
標出並給出初步評分，再交由人類醫生來 「終
審」 。有了高效率、高質量的 「初審」 ，人類
醫生的 「終審」 更加有的放矢。這一年來，放
射科每月閱片6000餘例，診斷資源緊張得到緩

解，也最大
程度上減少
漏診可能。

「疫情之下去醫院更糾結了。去吧，擔心
一不小心被傳染。不去吧，又擔心自己的病
情……糾結死了！」 為此，醫院果斷推出基於
微信服務號平台的AI院前問診系統。該系統能
快速對患者病症預判和分級，並給出建議─
門診還是急診？做哪些準備？所有問題巨細靡
遺，既減少院內交叉感染可能，也節約就診時
間，提升就醫體驗。 記者 夏微

記者夏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