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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在健康领域的准备和潜力  

1.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以让影象诊断的速度变得非常的迅捷。此

外，肾病还有脑部的疾病方面也应用了人工智能。现在有一些新的诊

断新应用可以为病患提供自动的诊断。斯坦福大学也设计了人工智能

的应用，主要用来对抗抑郁。 

2. 通过收集病患数据，AI 无论是在疾病评估还是健康测定方面都能

提供很大的便利。但是目前人工智能专家太少，且 AI 相应的配套设

施和政策没有跟上，AI 的全面应用有一定的困难。只有在实现全面

数字化、和人们全面的了解 AI 之后才能充分的利用 AI 技术。 

3. AI 应用过程中的重要的障碍之一在于隐私，要寻找以人类为导向，

标准化高质量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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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ED 加强基于测量的护理对抑郁症的有效性 

1. 在中国，抑郁症已成为最大的心理问题，但是许多抑郁症患者没

有去医院确诊与治疗的意向。 

2. 基于测量措施的治疗的患者有超过 50%的好转；MBC 通过线上方

式使得医生能够精确追踪病人的数据。但病人并不愿意、医生也没有

充足的时间完成这份问卷。 

3. 建立心理健康数字化平台能够促进疾病数据的收集，推动政府对

健康方面更好的宣传和教育，带来治疗技术的进步等。 

4. 上海每个区都有协调的医疗委员会，在医疗层面有上海市每个区

的区级医院，但是缺少全科医生。 

5. 心情温度计是一个创新的移动应用，可以记录用户的每天的心情，

且包含问卷测量自测功能、公共教育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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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中的应用潜力的最新技术发展  

1. 机器学习可代替人工设计，且在许多领域胜过人工设计，但通常

不可预测。可应用于自动邮件路由，精准农业，自动化股票教育，信

用卡欺诈检测。机器的学习是深度的，需要大量数据。数据的输入可

以结合来自许多不同来源的数据。 

2. 目前大部分学术研究都集中于在对一个病人组和一个健康组的研

究上，下一步需要的则是对更大量数据的研究。 

3. 皮肤癌应用程序可以从皮肤病的图像自动诊断，具有较高准确度，

且不公开使用者私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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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数据到智能医疗  

1. 通过各种学术论文等提取数据，需要建立一个整合后标准的语料

库，帮助我们更高效的提取各种文献中有用的信息。建立一个人类数

据基因的网络。研究大量样本，运用大量数据技术，对知识库中的数

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2. Pmap 项目是一个精准医疗知识库。可以在数据库中下载和上传资

料，项目目前已进行到终期，预计在 2020 年完成。 

3. 除了 AI 影像识别技术，医生头脑中的技术也十分重要，因此我们

致力于将这两种技术和知识结合起来，研发一种技术，使得医生将自

己的知识“教会”计算机，从而提高治疗效率，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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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加强数据驱动的医疗保健创新合作  

1. 阿尔伯塔地区医疗体系是一体化的医疗体系，医疗支出占 11亿，

和其他国家相比支出比例相当高。 

2. 在战略性的临床网络体系中，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协商，通过

AI 等技术的研究，希望形成有效针对本地的实际情况的体系，而不

是一套原则随意用于所有地方。 

3. 平衡记分卡中的每个数据都是及其有代表性的，每个记分卡上的

数据都可以被细化成一个模板。通过这样一个数据采集，能够提高病

床周转效率和医疗效率。 

4. 建立一个集成的数据系统，应用于横向领域中填补医疗中的遗漏

数据，同时能够即时的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另外需要输入高质

量的数据、建立相应的规则来安全系统的使用这些数据，同时注意保

护病人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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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总结 1. 为克服使用者对新技术的天然抵触，要加强教育，使人们知道他

们实际上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从而使其主动接受新技术。使用者会认

为没有时间去适应新技术，因此新技术的第一步就应该是帮助他们节

省时间。 

2. 人工智能再发达也会出现失误。没有系统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

是人工智能使用的正确性也可以超过人类，这样一个系统就可以对未

来的治疗进行有益的补充。 

3. AI 技术研究很超前，但政府对其的应用却没能及时跟上。健康是

所有人的事情，因此一定需要群策群力才能走得更好，不是仅一个政

府就能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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