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窑苑源远摇摇 窑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0 年 6 月第 40 卷第 6 期 CJITWM袁 June 2020袁 Vol. 40袁 No郾 6

基金项目院 中央本级重大增减支项目渊No. 2060302冤
作者单位院 1.中国中医科学院渊北京 100020冤曰 2. 郑州大学电气工

程学院渊郑州 450001冤
通讯作者院 黄璐琦袁 Tel院 010- 64089811袁 E鄄mail院 huangluqi01@

126.com

DOI院 10郾 7661/j郾 cjim郾 20190827郾 183

窑学术探讨窑

中医药人工智能现状研究及发展思考
赵宇平1 摇 李摇 楠1袁2 摇 闫朋宣1 摇 毛晓波2 摇 高金峰2 摇 尚志刚2 摇 黄璐琦1袁2

摘要摇 通过对中医药设备尧人工智能相关文献梳理及实际调查袁详细分析了人工智能在数据挖掘尧中医

诊断尧中医临床等方面有关现状袁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在中医药方面的发展尧应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袁并展

望了人工智能在中医药方向的应用前景遥
关键词摇 中医药曰 人工智能曰 中医诊断曰 数据挖掘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摇 ZHAO Yu鄄
ping 1袁 LI Nan1袁2袁 YAN Peng鄄xuan1袁 MAO Xiao鄄bo2袁GAO Jin鄄feng2袁 Shang Zhi鄄gang2袁 and HUANG
Lu鄄qi1袁2 摇 1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袁 Beijing 渊100020冤曰 2 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鄄
neering袁 Zhengzhou University袁 Zhengzhou渊450001冤

ABSTRACT 摇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quipmen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袁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data mining袁diagnosis
and clinical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nalyzed in detail. The development袁applic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re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袁and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prospected.

KEYWORDS摇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曰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曰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iagno鄄
sis曰 data mining

摇 摇 人工智能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袁AI冤是研究开发

用于模拟尧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

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袁其研究主要包括机器人尧
语言识别尧图像识别尧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系统等咱1暂 遥
医疗被认为是 AI 在各产业中有望最先落地的产业袁AI
技术对医疗产业赋能袁不仅使医疗生产活动成本降低尧
效率提升尧效果增强袁而且牵动整个医疗产业链发生新

变化遥 当前袁AI 技术已在医学影像尧体外诊断尧智能康

复和健康大数据等方面取得了实际应用袁形成了野AI+
健康医疗+互联网冶的模式咱2暂 遥 AI 思维模式与中医学

思维过程存在相似袁均注重整体尧强调开放动态尧重视

经验尧关注预测推理遥 AI 技术克服了人脑在接受尧存
储尧处理信息的局限性袁扩展了人脑的思维活动遥 将

AI 技术应用于中医药袁可为中医原创思维的创新提供

策略袁加速传统医学与现代技术的融合发展袁大数据发

展模式能为中医药科学性提供有力证据袁提高临床诊

疗水平和临床服务能力袁甚至颠覆现代中医药诊疗

模式遥
1摇 中医药领域 AI 技术应用情况

当前袁AI 在中医药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数据挖

掘尧图像处理尧模式识别及专家系统等方面咱3暂遥 特别

是大数据分析已广泛应用于中医药行业袁主要包括名

老中医药知识图谱的构建尧中医优势病种数据处理尧基
于大数据研究慢病中医药防治及中医临床技能数字化

评价等遥
目前袁开展中医药 AI 研究的单位多集中在中国中

医科学院尧上海中医药大学尧广州中医药大学尧天津中

医药大学等中医药高校及科研机构曰近年来中国科学

院尧天津大学尧哈尔滨工业大学尧香港理工大学尧郑州大

学等综合大学也纷纷加入到中医药与 AI 研究中遥 国

外袁美国中医药研究院与美国人体科学研究院尧美国

Rocky Mountain Herbal 研究所渊Urtis J.Kruse冤尧日
本东京大学尧韩国尚志大学东方医学研究所等也在开

展慢性肝炎中医诊疗系统等中医诊断专家系统研

究咱4暂遥 国内相关上市产品主要集中在中医健康管理

系统尧中医信息融合知识服务平台尧移动医疗服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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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尧中医门诊信息系统尧中药材电商尧中医工具类产品尧
保健按摩类产品尧中医问诊类产品等遥

2摇 应用领域

2郾 1摇 中医药数据挖掘摇 中医药经过几千年的沉

淀已经积累了数量庞大的各种数据信息袁特别是古籍

资料尧临床医案和老中医经验遥 大数据技术促进了传

统中医药典籍电子化曰现代研究积累的大量中药和方

剂的药理研究资料和作用机制资料袁也形成了标准数

据库遥 将中医典籍和临床诊治经验转化为数据袁使得

个性化尧碎片化中医临床经验以规范数据方式呈现袁有
助于发现用药规律与重点事件的关系袁也能在研究名

老中医用药规律中起到辅助作用遥 目前袁中医药数据

挖掘已被广泛应用于中医药古籍检索和名老中医经验

挖掘整理遥 如院从数据庞大的方药中发现药物配伍规

律及潜在药物尧核心药物尧核心处方等为临床医师提供

诊疗策略袁模拟中医思维方法和处方曰应用 AI 技术挖

掘中医诊疗海量数据袁建立中医临床病症诊疗决策支

持系统遥
2郾 2摇 AI 与中医诊断摇 在中医诊断领域袁以舌诊尧

脉诊尧色诊为代表的四诊客观化技术逐渐成熟袁形成了

舌诊仪尧脉诊仪尧色诊仪等多种中医诊断仪器遥 现代中

医诊断技术的发展使中医在面色尧舌质尧舌苔尧语音尧脉
搏等症状信息方面实现客观数据化袁在问诊主观症状

方面实现规范化和定量化袁这为诊断技术数据化尧智能

化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袁也为辨证论治的疗效评价提

供了技术手段咱5暂遥 AI 应用于诊断领域袁一是提高了诊

断技术和诊断数据的规范性遥 如舌诊是中医望诊中不

可或缺的步骤袁随着图像分析技术的日渐成熟袁舌诊仪

可根据患者的舌诊环境尧吐舌姿势进行调整袁多维度采

集舌态尧完整分析舌象尧精确评估舌苔袁最终存储数据

并成像咱6暂遥 二是应用四诊数据化信息挖掘疾病诊断

特征及疗效评价遥 四诊信息研究尤其舌诊尧脉诊在常

见慢性优势病种的疾病诊断尧疗效评价方面已取得一

定成果遥 如院应用舌诊仪尧脉诊仪判断肝癌患者与健康

人群舌脉差异遥 三是从大量的中医四诊数据中抽取隐

含尧未知尧有意义的与诊断分类尧证候分类有关的知识

模型或分类原则袁进行证候诊断分类遥 如院通过中医脉

图信息结合问诊尧望诊参数建立冠心病证候诊断模

型等咱7暂 遥
2郾 3摇 中医专家系统摇 中医专家系统是一门集中

医诊断学尧计算机科学尧管理科学等为一体的新兴研究

方向遥 最初的专家系统主要是模仿诊疗过程技术特

征袁就是把单个或多个医生的诊疗知识灌注在计算机

里袁再加上一些机制来输出诊断袁给予治疗建议遥 多采

用野临床信息采集 挖掘提取经验 临床应用验证

机理机制研究 理论指导临床冶模式袁通过确定名老

中医临床诊病要素袁结构化数据转化袁汇总并建立名老

中医诊疗信息数据库袁综合运用聚类分析等多种数据

挖掘方法袁实现名老中医经验传承及对名老中医的经

验整理与初步诊疗系统的构建咱8暂 遥 随着四诊设备的

开发及客观化水平的提高袁将中医临床诊断与专家系

统相结合成为中医专家系统发展趋势袁这必须依赖四

诊设备的不断成熟及获取统一尧规范的大数据为基础遥
2郾 4摇 AI 辅助中医临床摇 以 AI 技术为支撑袁方剂

数据分析为核心袁开发中医方剂分析系统袁辅助知识提

取与知识库建设尧方剂库建立与完善尧用药经验和数据

库的整理与挖掘袁AI 技术能够在海量的中医大数据中

找到相关性数据袁并在已有的人类中医诊疗大数据中

训练尧学习尧成长咱9暂 遥 应用于中药房袁核查药物野十八

反冶尧野十九畏冶尧妊娠禁忌等遥 应用于针灸等非药物疗

法袁通过 AI 算法管理研究中医腧穴配伍规律袁指导针

灸临床遥 如院2017 年亮相世界针灸学术大会的数字经

络智能针灸机器人袁能够在经络腧穴学尧腧穴解剖学指

导下袁结合混沌理论与分析几何学袁进行自动取穴袁还
衍生出智慧针灸尧无线控制平台等袁赋予机器人临床尧
科研双重能力遥

2郾 5摇 中药新药研究发展摇 AI 通过利用大数据和

机器学习的方法袁在药物分子挖掘尧生物标志物筛查尧
新药有效性与安全性评价方面袁发挥减少药物研发成

本尧提高药物研发效率尧增强新药安全性的作用遥 在

AI 的协助下袁通过虚拟筛选技术对药用资源进行筛

选袁增强甚至取代传统高通量筛选过程袁降低检测成

本袁提高检测效率遥 通过深度学习分析化合物构效关

系袁早期评估新药研发风险袁极大地缩短了评估时间袁
大幅度降低药物研究成本咱10袁11暂 遥 通过计算机模拟技

术袁进行分子结构尧定量构效关系尧药效团模型等药物

设计袁开展中药单体研究袁研发中药新药遥
2郾 6摇 基于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健康管理产品

摇 中医健康管理就是运用中医学野治未病冶 野整体观

念冶野辨证论治冶的核心思想袁结合现代健康管理学的

理论方法袁通过对健康人群尧亚健康人群及患病人群进

行全面的中医信息采集尧监测尧分析尧评估袁以维护个体

和群体健康为目的袁提供中医健康咨询指导尧中医健康

教育以及对健康危险因素进行中医干预遥 如院基于中

医学原创思维的中医整体健康状态辨识系统尧气血津

液状态辨识系统袁建立常见证型干预方案数据库袁构建

健康状态动态测量的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系统袁可为

AI 的中医整体健康状态评估尧干预与评价系统研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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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理论与方法学依据遥
3摇 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中医药 AI 虽有所发展袁各种产品推陈出新袁但其

核心技术尚未根本性突破袁对中医药智能化进展缓慢袁
理论与产品创新性难以落实遥

3郾 1摇 中医诊疗数据不规范性袁缺乏统一标准袁数
据化难以实现摇 传统诊断受医师主观意识尧经验积累

影响袁其诊断结果缺乏客观指标和统一标准袁难以重

复曰现代中医诊断设备尚未在临床推广应用袁不同企业

间设备无统一标准袁采集数据不能共享袁导致诊断结果

在数据稳定性尧可重复性尧纯净性上均存在很大问题袁
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化袁更难以实现大数据遥 AI
研究源于大数据袁不同系统数据合并困难袁非结构化的

数据模式给资料提取造成困难袁这是制约中医药 AI 发
展的最关键问题咱12暂遥

3郾 2摇 现有诊疗设备尚未在临床尧家庭护理保健推

广应用摇 由于工程技术问题袁现有中医诊疗设备获取

信息稳定性尧可靠性普遍不高袁信息获取量普遍不足曰
传统的望闻问切已经根深蒂固袁受用群体观念的转变尧
对新技术的认可需要一定时间曰现有研发产品的开发

理念尧功能定位不清袁不符合临床尧家庭应用需求仪遥
以脉诊为例袁脉诊仪检测后输出结果多为 28 部脉名袁
其准确性临床医生不认可袁操作时间长于临床医生

野把脉冶曰而家庭普遍看不懂野脉名冶对健康的指导意

义袁从而导致脉诊仪野医生不肯用袁家庭不会用冶遥
3郾 3摇 缺乏中医药与 AI 学科交叉人才及研发平台

摇 当前中医专业人才与 AI 人才相结合的研究平台还

很少袁医工联合多处于形式上的联合袁缺乏真正的学术

思想碰撞与联合开发袁兼具中医与 AI 背景的交叉学科

人才更是凤毛麟角袁导致中医院校 AI 水平不高袁综合

院校 AI 研究缺乏中医药特色袁不符合中医药特点和需

求遥 此外袁受时间成本尧技术水平等限制袁目前尚无通

过三类器械证书的 AI 中医或大健康产品遥
4摇 中医药 AI 发展前景

4郾 1摇 AI 能为中医原创思维的创新提供策略摇 AI
思维模式与中医象思维在思维过程上存在相似性袁思
维特点上有注重整体思维尧强调开放动态尧重视经验思

维尧关注预测推理的共同特性咱13暂 遥 AI 技术发展逐渐

成熟袁克服了人脑在接受和处理信息速度上的局限性尧
存储和记忆上的局限性尧思维活动过程中可靠性和精

确性上的局限性袁具有惊人的野记忆力冶尧敏捷的运算

速度尧精确的逻辑推理能力袁有力地延伸和扩展了人脑

的思维活动遥 AI 的潜力远未完全发掘出来袁它为中医

象思维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路袁AI 技术在中医药领域

的研究与应用已成为中医药现代传承战略的重要

方法咱14暂遥
4郾 2摇 AI 能为中医药带来现代医疗模式颠覆摇 以

四诊信息技术数据化为前提袁结合现代医学临床数据袁
在病证共性的前提下以数据融合为基础尧AI 技术为核

心袁综合现代系统生物学尧网络药理学等学科知识袁有
效扩大中医辨证论治的数据依据袁有望建立集诊断尧治
疗尧疗效评价为一体的智能化现代诊疗模式咱15暂遥

4郾 3摇 AI 能为中医药学科学性提供证据摇 科学始

于数据袁挖掘渗透理论遥 大数据是 AI 技术的基石袁中医

研究者从大量的临床数据中挖掘其潜在的客观规律袁在
一定程度上可为阐释中医诊疗疾病的科学性提供依据遥
同时袁结合大数据研究思维和方法袁能够帮助改善目前

中医临床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袁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临

床试验系统袁促进研究者进行更贴近临床实际的研究袁
描述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袁增强研究的临床真实性袁有
效指导临床实践袁扩大中医临床应用范围和信心遥

4郾 4摇 AI 能为中医临床水平提高和服务能力提升

提供支撑摇 21 世纪是循证医学时代袁也是数据引导策

略的新时代袁大样本数据库所能带来的不仅仅是数字

的堆砌袁其真正价值在于能帮助研究者深入尧全面与准

确地研究和解决重大的临床问题袁使结论更接近于真

实世界的实际问题袁从而优化或革新临床诊疗模式袁有
效提高临床诊疗水平遥 同时袁可靠的四诊信息与准确

的诊断辨证袁结合互联网实现中医远程诊疗袁可有效弥

补基层中医的技术短板尧提升基层中医辨证论治水平

和中医药服务能力遥
4郾 5摇 AI 使中医全过程健康管理成为可能摇 状态

是中医健康理论研究的核心袁由于中医思维的模糊性

与复杂性特点袁长期以来袁四诊信息的采集依靠传统的

望闻问切袁辨证方法繁多且难以形成共识袁疗效评价仅

限于定性而不能实现定量遥 应用 AI 技术袁建立状态表

征参数的采集尧存储尧分类尧融合的标准袁构建状态辨识

的算法模型袁实现干预方案的自动匹配与疗效的可测

量尧可重复尧可评价袁为中医全过程健康管理提供技术

平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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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次全国中西医结合肝病学术会议渊2020冤
征文通知渊第一轮冤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 2020 年学术年会 野第 29
次全国中西医结合肝病学术会议冶暨野第 21 次浙江省中西医结合肝病学

术会议冶拟于 2020 年 8 月下旬在杭州市举行遥 会议将以常见慢性肝病

渊慢性病毒性肝炎尧肝纤维化尧肝硬化尧肝癌尧脂肪性肝病尧酒精性肝病冤的

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进展和临床经验总结为重点展开交流与讨论袁并将邀

请国内知名专家做特邀报告遥 参会代表将获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遥 征文

要求如下遥
1摇 提交 500 1000 字中英文摘要遥 摘要须按照野目的尧方法尧结果尧

结论冶格式撰写袁用于会刊印刷渊注意结果中提供重要的数据资料冤遥 另提交中文论文全文渊用于评审

优秀论文冤遥 写明作者姓名袁单位名称尧电子邮箱尧地址及邮编遥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zgzxyjhgbxh@
126郾 com袁或通过扫描通知右上方的太阳码袁直接在线快速投稿遥 本次征文不接受纸质文稿遥

2摇 投稿论文文本格式如下院中文标题用黑体尧小四号字体袁作者姓名及单位用楷体小五袁正文宋

体五号袁1郾 5 倍行距袁英文及数字用 Times New Roman 字体遥
3摇 已在学术刊物公开发表过的论文袁不再受理遥
4摇 征文截稿日期院2020 年 7 月 1 日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