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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医临床研究问题与对策
蒋摇 寅1 摇 赵摇 晨2 摇 张晓雨1 摇 商洪才1

摘要摇 摇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袁中医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遥 能否借此机会袁突破中医发展的瓶颈极

为关键遥 笔者探讨了中医临床研究结合人工智能的必要性袁分析了当前遇到的问题袁并从辅助中医诊疗实

践尧系统性整理已有方法尧数据标准化尧医工交叉尧研究者态度转变等方面提出解决策略遥 以期促进中医创新

性的发展遥
关键词摇 人工智能曰 中医临床研究曰 研究策略

Problems and Solving Strateg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Research in the Arti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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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Beijing袁 Dongzhime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袁 Beijing渊100700冤曰 2 Institute of Basic Research in Clinical Medicine袁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袁 Beijing渊100700冤
ABSTRACT摇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渊TCM冤 ushered in a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with the

com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It is important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TCM development by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TCM clinical research combined with artifi鄄
cial intelligence袁 and analysis the encountered problems. This article also puts forward the resolving strat鄄
egies from assisting T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袁 systematically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methods袁 data
standardization袁 joint efforts of medicine and engineering袁 researchers忆 attitude changing袁 in order to pro鄄
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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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医学是目前少有的遵循千百年前理论袁又与人

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门学科遥 即使几十年来科技迅猛

发展袁中医学的基本操作望尧闻尧问尧切没有发生变化遥
长期以来袁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领域进行了一

定合作袁但中医学要突破发展瓶颈袁不能仅仅是既往的

方法借鉴遥 野用奇之时袁不可失也冶袁所谓不破不立遥
中医学能否与现代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钥 能

否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发展契机从而突破中医发展的

瓶颈钥 笔者对此进行探讨袁具体介绍如下遥
1.摇 中医学发展为什么要利用现代科技方法钥
1郾 1摇 中医临床有效袁但理论抽象摇 中医临床实践

确有疗效袁但在理论层面依靠的是阴阳尧五行尧六经和

三焦等稍显野玄冶的抽象理论遥 在中国古代袁对中医学

理论的疑惑会少得多袁因为当时上到知识分子袁下到走

卒老妪袁自小接受的都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袁与中

医学理论一脉相承遥 当今时代袁人们接受的则是以数

理化为主体的自然科学教育袁认为中医学理论是古老

的野玄学冶遥 因此袁用抽象的理论向大众解释中医学理

论显得晦涩难懂袁中医发展举步维艰遥
1郾 2摇 中医发展要与时俱进尧积极探索摇 任何学科

的发展袁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袁总是充满波折遥 明末清初

疫病横行之时袁吴又可在中医学历史上首次提出的

野疠气冶学说咱1暂 袁认为瘟疫是由极为细微的有毒物质导

致袁但并没有被当时的中医学所接纳袁也不属于温病学

派的主体理论遥 但约 200 年后袁吴氏野疠气冶学说迎来

曙光袁被西方传染病学证明了价值咱2暂 遥 19 世纪 80 年

代袁Escherich 发现了大肠杆菌在消化系统中发挥重

要作用袁但又经历 100 多年后袁才发现生活在人体内超

过自身细胞总数的百万亿细菌也是整体生命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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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袁肠道菌群的研究由此成为热门议题咱3暂 遥 虽然这些

理论的发展经历了波折袁但最终其价值得到肯定袁转机

则是源于人类对未知领域的大胆探索遥
中医学历经千百年来而不衰袁其存在必然具有实

际临床疗效作为支撑袁而其疗效必然有客观物质基础

的支持遥 但中医学理论和物质基础之间尚存在一定障

碍袁如能够贯通中西袁中医学理论必能得到跨越性发

展遥 因此袁固步自封尧静待其变决不可取袁需要积极开

拓袁在多个领域进行探索遥
1郾 3摇 中医学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摇 在利用现代

科技方法研究中医学的同时袁决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

重要性袁传统文化是中医发展的载体遥 有学者认为袁当
代中医药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社会环境袁其理论

上已经没什么发展机遇袁如同静止陈列状态的材料袁接
下来只要考虑用什么方法拆解尧分析袁只要野取其精

华袁去其糟粕冶就可以了咱4暂 遥 然而笔者认为袁我国传统

文化之火生生不息袁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袁在大力弘

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导下袁国学热已然兴起袁
传统文化教育日益普及遥 中医与传统文化相依而生袁
是传统文化最贴近生活乃至生命的积极实践形式遥 在

传统文化的繁盛背景下袁中医学理论将继续保持生命

的活力遥 此外袁继承创新是我国发展中医药的一贯方

针袁不可只继承不创新遥
1郾 4摇 人工智能为中医学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摇 中

医结合人工智能是社会需求和政府引导共同促成的遥
中医是经过千百年发展下来确有疗效的治疗措施袁目
前的主要临床实践模式是收集症状尧分析病机尧对证用

药遥 人工智能虽有很多种表现形式袁诸如深度学习与

识别尧认知自然文字或语音尧处理视频或图像尧推理问

题尧建立模型等袁但最基本的模式也是模拟人类学习信

息与使用信息的过程袁与中医学的实践思路是相匹配

的遥 此外袁中医有海量的数据积累袁也期待能够通过一

定方法学习数据袁并提炼出指导临床实践的模式袁这就

为人工智能提供了用武之地遥 同时袁2017 年 12 月 14
日袁工信部发布叶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渊2018 2020 年冤曳咱5暂 袁为智能中医尧智能中

药制造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遥
2.摇 人工智能时代中医临床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袁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中的

应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咱6暂 遥 但也要认识到袁人工智

能发展较好的行业袁供其学习的知识也就是海量数据

大多是客观量化数据袁或者有专门的测量与记录机构袁
比如经济数据尧气象数据尧实验数据等遥 这些数据经过

既往研究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积累袁相对成熟袁在引入

人工智能方法和技术后即水到渠成的取得成果遥 此

外袁无监督学习如第二代 AlphaGo袁虽然不需要海量

数据袁但其遵守的围棋规则具有明确的逻辑袁可以自行

产生数据并进行学习遥 而在中医临床研究应用人工智

能存在以下局限性遥
2郾 1摇 医学领域研究的局限性摇 医学数据是首先

需要解决的问题袁并不是每个医学研究团队都拥有能

利用的海量数据遥 其次袁还有相当一部分数据仅仅是

医院历年来累积的文字病历尧诊断和处方信息袁还未进

行必要的标准化尧关联化工作遥 虽然目前已有多项医

学人工智能研究成果袁但其中诊断远多于治疗袁基础多

于临床而不易转化应用咱7暂 遥 即是诊断相关的研究成

果袁也缺乏进一步的评估袁很多成果基于在一个医疗保

健地点评估的单一算法袁并且极少愿意共享代码袁导致

研究成果在临床广泛应用时准确率不高咱8袁9暂 遥 由于在

大数据技术研究阶段或多或少的野缺课冶袁将医学人工

智能用于服务大众健康还需较长时间研究袁这是目前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遥
2郾 2摇 中医临床研究特有的两大挑战摇 一是中医

诊断的客观化尧标准化工作袁获取客观化尧标准化的数

据是中医人工智能研究的基础袁但由于医师的诊疗经

验与习惯袁中医传统的望尧闻尧问尧切收集的数据存在主

观差异遥 而国内关于中医四诊客观化尧标准化的研究

虽多咱10原12暂 袁但尚未达成共识袁这些将影响中医人工智

能的发展遥
二是能反映辨证论治本质的疗效评价方法遥 中医

辨证论治不仅观察疾病袁更关注患者的证候袁证候是由

症状提炼出的概念袁又与治疗直接对应遥 西医的研究

模式是要求在研究的开始时提出一个明确的尧固定的

临床问题袁而中医的证候因人而异袁在同一人身上袁又
随着时间不断变化遥 因此袁西医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

法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医学研究袁而且会影响辨证论治

的疗效评价袁也可能固化了中医的临床思维遥 但如果

完全按照中医学的特征开展研究袁固定的临床问题则

会延展出无序的变数袁数据暴增袁数据发生点复杂化袁
传统的统计方法则效率低下不能适应需求遥

笔者希望袁中医人工智能发展能推进中医四诊数

据的客观化和标准化工作袁为进一步研究应用奠定基

础遥 同时袁也期待引入深度学习技术袁适用于中医高度

个体化的数据袁并形成适用于评价辨证论治的研究思

路遥 而相关研究均需要以海量数据为前提袁需要在临

床工作中对数据进行收集和管理遥
3.摇 人工智能时代中医学研究的对策

3郾 1摇 尝试在中医应用中野后效冶向野前馈冶转变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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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人工智能在影像学尧病理学诊断中的准确度不断

提升袁有的甚至超过人类袁医师参考机器给出的建议袁
能得出更谨慎的诊断结果袁提高了疑难病例判别的准

确度咱13暂 遥 这样的研究主要基于两项数据袁一是医学影

像的图案特征数据袁二是患者真实的发病结果袁人工智

能技术将两者有效地学习尧关联袁才获得了智能诊断的

能力袁即在发病后进行影像识别遥 循证医学也提倡在

治疗后进行野后效冶评价袁以判断治疗疗效遥 而在未

来袁期望能利用临床研究获得的基线数据与疗效数据袁
把诊断的人工智能研究模式应用到治疗前的诊断阶

段袁获得相关的野前馈冶信息袁以期提高临床决策的准

确性袁实现提前干预遥
3郾 2摇 系统性整理既往已建立的方法摇 在中医智

能研究中袁同时也要保持冷静袁应该认识到目前人工智

能多诊断尧少治疗的不平衡发展态势袁不能为了热点研

究而局限思维咱14暂 遥 人工智能技术在根本上是对数据

的处理袁在中医疗效评价领域应用受限遥 因此袁也需要

对既往中医学研究中曾引入尧建立的方法进行整理袁根
据临床需求袁结合人工智能进行中医学研究遥

3郾 3摇 标准化是不可回避的必修课摇 人工智能需

要可供学习的数据袁而自然语言的文本尧缺乏结构的数

据都将影响其应用咱15暂 遥 当前袁研究者应当扎实地做好

中医学研究的数据工作遥 从临床研究角度来说袁一类

是前瞻性的数据袁需要在研究实施之前做好顶层设计

与数据结构构建袁完善数据管理系统袁辅以质量控制尧
反馈机制及数据处理计划曰另一类则是回顾性数据袁纸
质的数据应录入标准化数据库袁并严格进行的数据清

洗工作遥 回顾性研究优先考虑定量数据袁对于定性数

据转为定量数据的情况袁一定要注意数据的真实性和

可溯源性遥
3郾 4摇 鼓励医工进一步交叉结合摇 毫无疑问袁长期

收集数据是必须且极有意义的工作遥 但有些领域可在

短时间内获得足够标准化数据袁可作为当前中医人工

智能研究的探索方向遥 在回顾性数据方面袁如舌诊尧脉
诊图像的学习与识别遥 前瞻性数据具有更重要价值袁
可从医工结合角度考虑升级尧开发相应的可穿戴设备袁
获取海量的量化数据和短期终点袁用于人工智能的学

习遥 相关设备包括有实时记录功能的步态矫正设备尧
生理指标监测设备尧舌诊图像采集设备等咱16袁17暂 遥

3郾 5摇 主要研究者观点的转变摇 部分中医研究学

者袁在学术合作中只把人工智能当做关键技术袁用来理

顺研究逻辑尧解决科学问题袁并把相关工作交由其他专

业人员进行操作遥 笔者建议主要研究者需要转变观

念袁更多介入遥 人工智能具有独立知识体系和方法袁不

同模型之间建模原理尧逻辑推理规则适用于不同研究

内容和数据袁需要主要研究者进行充分沟通袁认真方法

内涵袁才能保证在研究中应用正确的方法咱18原20暂 遥
4.摇 结语

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袁中医学研究中不仅可以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袁很多新技术尧新方法都可以进行尝

试遥 但需要对方法进行筛选袁关键在于能否在合理地

处理中医的信息袁客观反映中医的规律袁阐释中医的疗

效袁并能通过重复验证遥 同时袁方法需要适应中医学特

点袁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袁优化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

践遥 人工智能必将给中医学领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

战袁研究人员不能回避袁只有迎难而上袁改变既往固有

的思维和观念袁不破不立袁才有可能实现野颠覆性创

新冶袁在中医学发展史上书写崭新的一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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