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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納老中醫經驗

數字藥方

▲民眾在北京中醫藥大學
深圳醫院體驗5G智慧中
醫健康管理平台。

自動配藥

流動智能中藥房

生成健康雷達圖

把脈診斷

在浙江省中醫院安吉分院門診室內，醫生賈
聖喜一邊給病患把脈問診，一邊在國醫名師智能
輔助診療系統上鈎選相對應症狀。望聞問切結束
後，點擊鍵盤，一張結合了國家級名中醫王坤根
診療經驗的中醫處方就自動生成了。五分鐘後，
根據病人實際診斷情況王坤根醫生在線發來了批
註修改。

輸入症狀 即出大師級「參考答案」
「這一平台很好地解決了時空問題，我們基

層醫生不僅可以根據系統的AI運算，開出名老中
醫的經驗方，還能在線得到批註。」 賈聖喜說，
在系統中，自己可以學到名老中醫的遣方用藥經
驗，極大地提高了臨床診治能力。 「AI技術實現
了專家理念對基層醫務人員的賦能，達到遠程跟
師學習，更重要的是基層老百姓不出家門即可享
受名老中醫的貼心服務。」

浙江省中醫院信息科主任王偉介紹，國醫名
師智能輔助診療系統的核心，是該院牽頭開發的
一款名老中醫數字孿生機器人。 「我們創新運用
人工智能技術，將15至20年來的電子病歷數據進
行格式化導入，提煉總結出多位名老中醫診療經
驗，用於數字孿生機器人的訓練和孵化。它能夠
實時採集、快速分析診療數據，實現對名老中醫
經驗的複製和再現。同時，機器人還可以遠程授
課、在線批註等，從而實現智能帶教，將名老中
醫臨床經驗活態傳承。」

據悉，目前該院已對胃痞病、慢性腎病、重
症肌無力、面癱、肥胖五個病種的名中醫工作室
進行數字孿生機器人訓練，從常見病、慢性病、
疑難病、中醫藥適宜技術和治未病五個維度同步

進行研究。 「如國家級名中醫王坤根
工作室針對胃痞病孵化的數字孿生

機器人，目前在安吉縣中醫院落地試點。從統計
數據來看，機器人開方與國醫名師王坤根開方的
綜合相似度超過85%。當地醫生運用這套系統已成
功開具胃痞病中藥方近百張。」

「數字抄方」 突破中醫藥傳承難題
「對於中醫來說，掌握知識只是基礎，在此基礎上

還需要大量的臨床經驗，以及自身領悟。中醫藥的很多
隱性知識到現在仍是一個 『黑箱』 。」 名老中醫數字孿
生機器人研發企業──杭州聰寶科技董事長顧高生認
為，AI恰恰解決了 「悟性」 問題。 「中醫藥本身就是極
其龐大的數據庫，通過AI技術挖掘名老中醫經驗，將隱
性知識通過AI深度學習技術複製
出來，將中醫的辨證治療、理法
方藥、因機證治轉化為高度可
複製的系統。這樣一來，傳
承方式不再局限於傳統師
帶徒形式，而是變成
『數字化抄方』 和 『智

能化帶教』 。」
「傳統的跟師抄方學

習，需要記錄內容很多，難
免遺漏重點，也缺少與病人交
流的時間。」 浙江省名中醫傅華
洲工作室醫生潘宏怡作為 「新
手」 對於中醫藥數字化傳承有着
切身感受。 「現在有了數字化平
台，看診過程中可以解放雙手，
與病人增加交流。通過系統開出
的方子能及時得到老師的批註，
工作之餘還能在系統上進行覆盤
學習，對臨床水平提升有非常大
的幫助。」

數字抄方系統梳理 大數據訓練大模型

《黃帝內經》有云： 「上工治未病，
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 「治未病」 即採

取相應的措施，防止疾病發生發展，體現中醫藥未病先防和既
病防變的主要思想。去年8月，杭州市中醫治未病線上服務系統
正式上線，市民只需用手機上傳舌象照片，填寫問卷，就能得
到一份詳細的體質報告和個性化中醫治未病保健方案。系統一
經上線，首月使用量便突破20萬人次。

記者登錄 「治未病」 服務系統後，花費幾秒鐘的時間，用
手機拍攝上傳了舌面和舌下脈絡照片，接着填選一套智能問
卷題。幾秒鐘後系統立即生成了一份涵蓋健康狀況、體質
類型等多維度的分析報告，還提出調理建議，提供自我
穴位保健、飲食調養、運動調養等個性化方案，甚至連
該聽什麼類型的音樂，不同節氣的保養方法等都有具
體建議。

「通過上傳的舌象照片，系統會基於人工
智能技術進行九種體質狀態辨析，生成一張健
康 『雷達圖』 。如果用戶同步完成體質辨識
問卷，還能增強分析結果的精確度。經過
臨床驗證，生成的體質報告準確率可達
95%。」 杭州市衞生健康委中醫處負責
人介紹，該系統旨在打造觸手可及的
免費中醫藥自我保健服務，讓人人
都擁有掌上中醫體質健康管理專
家，全面提升中醫藥服務獲得
感。

掌上中醫治未病 個性定製保健方案
記者實測

籲港設中醫智慧大腦助資源統一調度
走在杭州橋

西歷史文化街區
的中醫文化街上，空氣中瀰漫
的中藥香味令人不禁駐足，
大運河國醫館就坐落於
此。走進醫館，看似與其

他醫館並無兩樣，但在這古
色古香的建築裏專門設置了一

間專業直播間，定期向網友傳播
中醫藥文化。

「每周我們都會通過抖音、快手

等平台進行中醫藥保健相關內容的直
播，還會不定期邀請中醫藥 『大咖』 走
進直播間弘揚中醫文化。」 大運河國醫
館負責人趙建江說，浙江省具有深厚的
中醫藥底蘊和基礎，中醫藥數字化建設
也走在前列。 「讓中醫藥文化 『觸
網』 ，也是希望能通過互聯網傳播，在
中醫藥傳承推廣方面有所作為。」

「香港是內地連接世界的 『窗口』
兼具良好的中醫藥傳承基礎，完全有實
力成為中醫藥走向世界的 『橋頭堡』 ，

也會成為中醫藥產業全球化的最好孵化
地。」 杭州聰寶科技董事長顧高生建
議，香港可以借助首家中醫醫院正在建
設的最佳時機，同步打造 「中醫智慧大
腦」 。 「它不僅可以服務香港中醫醫院
以及現有的中醫診所，提供更多標準
化、統一化的智慧服務。同時也讓普通
市民能夠更便捷、有效地享受到優質的
中醫藥資源。就像杭州市中醫藥大腦一
樣，助力實現中醫藥資源的統一調
度。」

融合發展
▼杭州聰寶科技董

事長顧高生。
大公報記者連愍鈺攝

中醫藥遇上AI❶

審方配藥一剔過 用藥安全有保障
走進浙江安

吉縣中醫院的中
藥房，三台全自動機械臂正在密閉空
間內忙碌地工作中，乍一看像是誤入
某個工廠車間。 「這是我們引進的全
自動中藥配方顆粒抓藥機器人，目前
已能自動抓配230多種配方顆粒。」
該院中藥房醫生潘凱介紹， 「以前配
藥主要靠人工，藥房裏擠滿醫生忙不
過來，現在一人就能管理三台機器，
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在藥品保存環境、精準配藥以
及用藥安全方面，抓藥機器人有着出
色表現。 「醫生將處方上傳系統後，
首先機器人會進行一次審方，藥房醫
生還會再進行一次人工審方，確定無
誤才開始抓藥。另外由於配方顆粒對

溫度、濕度要求比較高，機器人可以
在密閉環境下工作，更能保證藥品的
存儲環境。在藥品定量方面，機器人
可以精確到零點幾克，配藥完成後還
有覆稱環節，用藥安全也更有保
障。」

問診階段除了有數字化加持
外，應用於治療端的數字化創新，也
讓中醫治療更精確。浙江省中山醫院
率先開展了針灸數字智能化輔助診療
平台建設，打造中國首個針灸數字診
室，運用數字電針儀，實現中醫四診
的客觀化記錄以及治療上的電針參數
智能化固定。對針刺、灸法、推拿、
罐法及針刺操作技術進行編碼，並在
此基礎上建立了中國首張標準化針灸
處方。▲全自動抓藥機器人實現

精準配藥，保障用藥安全。
大公報記者連愍鈺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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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妙手開藥
復刻名醫大腦

中醫藥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國數千年
民族智慧的結晶。隨着大數據、AI等新技

術飛速發展， 「AI+中醫藥」 融合程度越來越深，應用場
景越來越多元，AI中醫開方、雲上 「望聞問切」 、機器人
抓藥、機器人針灸等科技感十足的技術和設備不僅應用於
日常診療普惠大眾，而且有效推動中醫藥文化傳承與創新。當
傳統中醫藥遇上現代AI，能碰撞出怎樣的火花？《大公報》今起推出
《中醫藥遇上AI》專題，帶讀者走進神奇的 「數智中醫藥」 領域。

編者按

中醫藥發展植根數據

資料來源：新華網

《五十二病方》

載 方 約 300
個，所用藥物達
240餘種，對炮
製 、 製 劑 、 用
法、禁忌等皆有
記述。

神農嘗百草

一日遇七十毒

《神農本草經》

全 書 分 三
卷 ， 載 藥 365
種，以 「三品分
類法」 ，總結了
藥物的四氣五
味、有毒無毒、
配伍法度、用藥
方法、劑型選擇
等。

《本草經集注》

在《神農
本草經》基礎
上增加至 730
種藥物，並首
創按照藥物性
質 分 類 的 方
法，為以後的
本草書籍所繼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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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醫醫療服務行業
市場規模（億元）

數據來源：
《中國衞生健康統計年鑒2022》

《本草綱目》

載藥1892種，附有藥物圖
1100多幅，方劑11000餘首，
流傳於世。

《中華藥海》

載藥8488種，參閱古籍本
草150餘種，經史百家書1000餘
種；兼收國內外有關本草的文
獻資料。

▲2023世界互聯網大會
烏鎮峰會，觀眾試用
智能中醫體檢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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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高效

▲流動應急智能中藥房亮
相首屆廣西中醫藥產業
交流大會。 中新社

深度學習新演繹

數字針灸

▲浙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
三醫院創新研發中醫針
灸人工智能設備。

大公報記者 王莉

看中醫就要找名老中醫，似乎是大多數人的慣性思維。千百
年來，中醫主要憑藉個人經驗進行診療，傳承基本通過 「師

帶徒」 的面授方式，不同流派間存在一定壁壘；在浩如煙海的中醫
藥典籍中，也不乏艱澀難懂之作，僅靠人力，無法完整高效地學
習。隨着 「AI+中醫藥」 的產業賽道逐漸升溫，現如今，在浙江中醫

診療機構中，通過大數據、AI算法，雲計算，大模型等技術孵化訓練出來的數字孿生
機器人已成為一個個 「靠譜」 的 「名老中醫」 ，不但能夠數字抄方系統梳理，復刻
「名醫大腦」 妙手開藥，而且可以遠程授課、在線批註等，實現智能帶教，將名
老中醫臨床經驗活態傳承，推動中醫藥由經驗醫學走向循證醫學。

弘揚中醫藥
AI顯身手

《新修本草》

收載藥物844種，增加了藥
物圖譜，並附以文字說明，將
各類藥物功用概括為十類，為
中藥按臨床功效分類的發端。
《經史證類備急本草》

載藥總數已達1500餘種，
並於各藥之後附列方劑以相印
證，醫藥緊密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