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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提出要建设网络强国、数据中国、智慧社

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这已经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战略。我们面临着如何充分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促进我国医疗事业迅速发展

的新问题。我们需要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与时俱进，

引领时代的发展。

互联网医疗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

面：人机互动（医疗检测设备与医院或医生的对接）、方便

患者就医（预约挂号、寻医问药）、信息检测（医院对内的

HIS系统、对外的互联网舆情检测）、医疗数据的整理与开

发（利用互联网进行数据库的建设）、出院患者管理系统

（利用互联网进行医患沟通）以及建立同行医生之间互相

沟通的平台（利用互联网进行远程会诊）等。

医疗大数据涵盖的内容很多，其中基于电子病历的临

床数据是最核心的医疗数据，也是最有科研价值的数据。

电子病历的定义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电子病

历仅是纸质病历的电子化；广义的电子病历是指医务人员

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

资料的总和，涉及患者信息的采集、存储、传输、处理和利

用的所有过程信息。全集成、全过程、全周期、智能化和多

视图是电子病历共有的五大特征。国家卫计委对我国电子

病历的系统功能应用水平，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评级标准，

共分为8个等级（0级-7级），等级越高表示电子病历系统的

水平越高。根据2015年中华医院信息网络大会的统计，参

与数据填报的2,622家医院，其中电子病历应用水平达到5

级及以上的医院仅有6家，占比为0.6%。显示我国医院电子

病历系统应用水平还非常低，需要大力改进和提高。基于

电子病历的医疗大数据互联互通，对政府、对医院、对医

生、对患者、对药企、对保险这六大核心要素都提供了重

要支撑，称之为医疗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由此不难理解

国家为什么高度重视医疗互联网大数据的建设。

医疗大数据不仅仅指数据量大，还包括医疗数据的

复杂性和多维度，涉及到影像、病理、分子诊断、各种治疗

方法等多学科信息。目前医疗机构之间，甚至同一家医院

不同专业科室之间的信息壁垒，导致大量的临床相关数据

无法集中采集、存储、分析，从而被束之高阁无法使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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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虽然我国每年诊治了上亿人次的患者，积累了世界上最

多的临床医疗数据，但是在制定各种疾病的国际诊疗指南

时，很少采纳中国的医疗数据，就是因为我们的医疗数据

是分散的、不标准的、非结构化的，因而是无法采用的。为

此，我们需要从医院电子病历的标准化、结构化等基础性

建设入手，建立安全、有效的互联网数据库，将医疗大数

据的价值充分地发挥出来。

我国胸外科专业自2014年开始，采用标准统一、各自独

立的原则，在第三方互联网医疗大数据平台（零氪科技）的

大力支持下，建设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互联网数据库，迄今已

经有200多家三级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的胸外科加入其中，

结构化和高随访率的胸部肿瘤病历已经累积了几十万例，成

为国际上数量最大的胸部肿瘤数据库。通过对数据库相关

数据的分析研究，目前已经产生了一批高质量、多中心、大

数据的临床研究成果。随着胸外科互联网数据库的广泛使

用，必将有更多、更好的临床研究成果问世，对提高我国胸

外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增大对国际胸部肿瘤疾病诊疗指

南修订的话语权，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医疗术语的标准化是建设好数据库、开展临床多中

心研究的基础。我国目前各个临床专业的数语都缺少标准

化。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5月发布的《深入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推

进医学名词术语的统一”。在这方面，胸外科专业走在了其

他临床专业的前面。2016年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

成立了“胸外科专业术语标准化委员会”，集中了全国各地胸

外科专家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制定了《胸外科疾病标

准化诊疗术语》，并于2017年4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

行。成为我国第一个制定了本专业疾病标准化诊疗术语的

专业，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

制定了胸外科疾病标准化诊疗术语，仅是向高标准数

据库建设迈出的第一步，如何在临床工作中落实还有大量

艰苦的工作要做。中国医师协会胸外科医师分会于2018年

1月在厦门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召开了“胸外科标准化、结构

化电子病历现场推广会”。学习和推广厦门大学第一医院的

先进经验。相信随着胸外科标准化、结构化电子病历的不

断完善和推广使用，我国胸外科专业的电子病历水平一定

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人工智能在胸外科的应用前景，目前日趋成熟的包括

人工智能在医疗数据库建设（医疗数据采集、录入、存储

和数据统计分析）中的应用、在辅助胸部小结节影像诊断

中的应用、在辅助胸部肿瘤患者最佳治疗方案选择中的应

用以及在辅助胸部肿瘤病理诊断中的应用等方面。

由于每日都有大量的临床医疗数据传输到数据库，其

数量还在与日俱增，这种海量的医疗数据仅仅依靠人工输录

是无法完成的。人工智能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机

器学习，（零氪科技）互联网数据库形成了4,000多个病历阅

读规则、60,000多个病历阅读字典，将不同地区、不同医院、

不同医生在病历中的描述性语言（包括一些方言和医生的习

惯用语）结构化为机器可以识别的语言。经人工智能自动处

理后录入数据库的病历数量占了病历输录总量的80%以上，

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提高。与人工输录相比较，人工智能

输录临床数据，不仅速度提高了近10倍，输录质量提高了20

倍，而且输录数据的准确率达到了99%以上。人工智能已经

成为建设优质互联网医疗数据库不可缺少的工具。

人工智能辅助肺部小结节影像诊断已经日趋成熟。

2017年，由零氪科技、阿里云和英特尔三家公司联合举办的

"人工智能在肺部小结节诊断中的应用全球比赛"，吸引了来

自全球20个国家和地区、2,887个团队、3,953名选手参加的历

时半年的比赛，成为全球同类项目中参加人数最多、影像病

历数量最大、历时时间最长的人工智能比赛，有力地促进了

人工智能在辅助肺部小结节影像诊断中的应用。目前，人工

智能辅助肺部小结节影像诊断，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肺部小

结节的定位（即有无小结节），而且可以对肺部小结节的病

理性质（良性或恶性）进行辅助定性诊断。人工智能辅助影

像诊断的临床应用，将大大提高我国基层医院胸部影像的

诊断水平，促进区域性的人工智能辅助胸部影像诊断中心的

形成，从而推进我国分级诊疗工作的开展。

随着人工智能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必将促进临床医

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大缩小不同地区、不同医院之间医

疗水平的差异，提高同质化医疗水平，从而推动我国医疗

事业的快速发展。但是无论人工智能多么发展，人工智能

的作用只是辅助医生，而不是替代医生。作为医生，我们应

当热情欢迎人工智能在临床的应用和普及，让人工智能最

大限度地辅助医者、普惠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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