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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场医学与AI相遇的头脑风暴在2025中关村论坛
展开，相关领域专家在“医学AI创新与发展”平行论坛上畅议
未来。不论是作为医生助手“上岗”，还是赋能医疗器械研发、
智慧医院管理，AI在医学领域的诸多创新实践为患者带来
福音。专家指出，需加快相关政策法规和行业标准的制定，进一
步规范AI在医疗领域的使用，以技术标准化促进诊疗精准度。

医疗行业涌现AI前沿创新实践

中国工程院院士唐佩福在论坛上分享了他近期的研发突
破：基于中医接骨理念研发的AI手术机器人能实现手术的微
创化与精准化。

“这无疑为患者带来福祉。”唐佩福说，以往大切口手术创
伤大、恢复慢，如今借助AI导航系统，手术切口从十几厘米缩
短至1厘米，极大提升手术效果与患者恢复速度。比如在骨
盆手术方面，仅需几个小切口就能实现精准复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田捷认为，AI作为沟通宏观与微
观、基础与临床的有力工具，有望为医学发展带来新突破。他
举例说，在内科领域，AI能从影像中挖掘大量信息，基于影像
的28个特征就能重建近80%肝癌的全基因变化。

国家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教授张浩表示，
大型医院的专科细分成百上千，AI导诊工具可以精准推荐诊
疗科室，大大提升初次就诊效率。

打开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的预约界面，28岁的上海
市民程女士对着“小红AI患者助理”输入自己的疑问：

“双胎早孕期应该注意些什么？”……
“小红”不仅就营养摄入、定期产检、风险评估进行详细解

说，还为咨询者推荐了适合双胎妊娠建卡的专家。复旦大学

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姜桦介绍，“小红AI患者助理”目前平均
每月服务患者3600余人次，完成导诊问答超6500次。

AI助力基层诊疗 提升诊疗效率

“借助AI技术，有望提升基层医疗体系质量，使筛查、诊
断和医疗管理更加高效，甚至在某些方面将基层医疗水平提
升至一线城市水准。”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黄天荫说。

“我院应用AI急诊卒中单元后，能将缺血性卒中急救时
间从平均120分钟缩短到20分钟，AI用不到两分钟识别影像
中出血、缺血情况，自动勾画病灶。”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影像研
究中心副主任荆京说。

本月，由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推动研制的全国首个AI儿科
医生基层版宣布将在北京市部分社区医院、河北省150余家
县级医院部署。

项目技术合作单位百川智能CEO王小川表示，当前AI
并不具备诊疗资格，主要做辅助诊断。“AI作为医生‘助手’，
目前核心任务是提升基层诊疗效率，最后还是要医生说了
算。”王小川说。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看好AI
医生在基层应用的潜力，“在儿科医生较为短缺的背景下，医
疗资源薄弱地区的医生使用AI医生作为诊疗辅助和知识后
盾，能够提升诊疗能力，减少漏诊、误诊。”

甲状腺全切/次全切患者术后需终身调药。应用AI算
法，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根据国际指南计算复杂参数，实现了
甲状腺术后远程精准调药。

“AI的精确计算一方面避免了医生因工作量大而感性地
粗略调整，一方面减轻了外地患者频繁到院就诊的负担。”上

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郑元义说。
2024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印发《卫生健康行

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提出积极推进卫生健康行业
“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发展。不少一线医护人员感到，AI有
望提升基层诊疗效率与质量，缓解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和
分布不均的问题。

用技术标准化促进诊疗精准度

论坛现场，由北京卫生法学会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医
疗专委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等机构联合起草的《医疗机
构部署DeepSeek专家共识》发布，旨在规范AI医疗场景部
署流程，强调通过技术标准化与风险管控，提升诊疗精准度，
保障患者隐私安全。

北京天坛医院科技处处长王昊指出，由于人体的复杂性
和差异性，医疗领域AI应用的数据隐私、医学伦理与国家安
全等风险需通过法律与制度设计提前防范。

清华大学教授沈阳建议，须确保医疗决策权始终在人类
医生手中，通过多系统交叉验证、算法迭代和数据质量优化，
进一步提升AI医生辅助诊疗工具的准确性、安全性、有效性。

“要积极拥抱新技术，但必须有科学的评价体系、规范的
治理框架。”不少专家呼吁，当前亟需建立技术和行业标准。

中国医院协会信息专委会副主委于广军建议，加快相关
政策法规制定，统筹算力、语料库等数字基建，通过导诊服务
先行先试、核心诊疗严格测评等方式，推动“技术—场景—人
才”协同发展。

（新华社北京 4 月
1 日电）

当AI遇上医学，医疗行业迎来哪些创新？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侠 克 龚 雯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
月31日发布数据显示，3月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制造
业采购经理指数（PMI）、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5%、50.8%和51.4%，比上月上升0.3、0.4
和0.3个百分点。

“三大指数均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我国经济总体保持
扩张。”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说。

3月份，制造业PMI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2个
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从分项指数变化看，产需两端扩张加
快，中小型企业景气水平不同程度回升，重点行业PMI稳中
有升，新动能展现较快增长态势。

随着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持续显效，市场需求加快释
放。3月份，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51.8%，较上月上升0.7个
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51%以上。需求端加快增长也提
振了企业生产意愿。3月份，生产指数为52.6%，较上月上升
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52%以上。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51.2%，虽较上月下降
1.3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随着各项助力中小企
业政策持续发力，加上企业复工复产和众多项目开工，中小
企业回稳运行。中型企业PMI为49.9%，较上月上升0.7个
百分点；小型企业PMI为49.6%，较上月上升3.3个百分点。

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
业PMI分别为52%、52.3%和50%，比上月上升1.2、1.4和0.1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连续两个月回升。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的生产指数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至接近54%的水平，新
订单指数较上月上升4.1个百分点至接近56%的较高水平，
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3%以上。

不过，受近期原油、铁矿石等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
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
49.8%和47.9%，比上月下降1.0和0.6个百分点，制造业市场
价格总体水平有所下降。

“基础原材料行业市场价格下行较为突出，是带动整体
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下降的主因。”中国物流信息
中心分析师文韬说，基础原材料行业市场价格下降，一方面

是由于市场需求偏弱但生产保持上升，另一方面，能源与化
工等行业存在成本下降趋势和产品库存压力。

从制造业市场预期看，3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
指数为53.8%，虽比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但仍连续6个月
运行在54%左右的较好水平。“展望二季度，制造业将继续稳
定向好运行，取得规模和质量的同步提升。”文韬说。

3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8%，比上月上升0.4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扩张步伐有所加快。

分行业看，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4%，比上月上升
0.7个百分点；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
个百分点。其中，水上运输、航空运输、邮政、电信广播电视
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
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

从非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信心看，3月份，非制造业业
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7.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企业预
期保持乐观。其中，建筑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3%，比上
月上升0.6个百分点；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7.5%，比
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武威指出，一季度非制造
业商务活动指数持续运行在 50%以上，且增速呈现逐月
小幅加快走势。展望二季度，在季节性需求拉动和政策
效果逐步释放的双重推动下，非制造业将继续呈现投资
持续发力、消费逐步回暖和新动能保持活跃的多元化增
长格局。

综合PMI产出指数方面，3月份，该指数为51.4%，比上
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构成综合PMI产出指数的制造
业生产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 52.6%和
50.8%。赵庆河说：“这表明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活跃度
有所增强。”

（新华社北京3月31日电）

三大指数继续上行 我国经济总体保持扩张
——透视3月份PMI数据

新华社记者 潘 洁

4月2日，世界提高孤独症意识
日。孤独症是一种复杂的神经发育
障碍，不仅影响患者的社交互动、沟
通方式和行为模式，还伴随感觉异
常等挑战。

专家表示，“早期进行发育干
预、中期开展职业潜能开发、后期实
施全周期健康维护”的三阶段衔接
干预体系，是全面提升孤独症人士
生活质量、促进其社会融合的有效
途径，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早期识别 精准诊断

“孤独症的早期预警信号往往
在婴幼儿期即可观察到。”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儿内科研究
员韩颖介绍，家长需特别关注孩子
发育中的预警信号，如3月龄时对
声音无反应、6月龄时不会笑出声、
12月龄时对名字无反应、2岁时兴
趣刻板单一等，均需引起警惕。

“年龄越小，大脑可塑性越好，
干预效果越显著。2岁以内是公认
的最佳早期干预时期，2至6岁被认
为是效果最显著阶段。”韩颖说。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儿童孤独
症患病率在7‰至1%。发病原因
尚未完全明确，目前主流研究结果
认为是遗传、环境、神经生物学等多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韩颖提示，孤独症儿童的核心
症状表现程度差异较大。例如，部
分患儿可能缺乏眼神交流、对呼唤
无反应，或表现出对特定物品的异常专注。

“关键期内的干预可最大限度激发孩子学习潜力，阻断
异常行为固化。”韩颖说，普及孤独症科学知识，提升家长和
社会的认知水平，是帮助孤独症儿童迈出第一步的关键。

科学干预 重视康复训练

“乐乐（化名），看，泡泡！”在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教室里，传出康复教师谷长芬兴奋的声音。

每当乐乐的视线看向泡泡，老师就会给予鼓励。泡泡破裂，
老师还会做出惊讶的表情并配音“啪”，引导孩子注意并模仿。

这个看似简单的吹泡泡游戏，包含了对孤独症儿童的核
心训练目标。

谷长芬说，对于孤独症儿童，早期社交沟通意图特别重
要。她会细心观察乐乐的每一个细微动作和表情，并及时强
化，引导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关注、分享兴趣。

从了解孩子的发展和需求，到研发特殊教育课程和应用
艺术治疗、音乐治疗等多种干预手段，再到通过社会实践活
动帮助孩子融入社会……近年来，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
心采用“精准评估-综合干预-社会融合”三位一体的科学干
预模式，为孤独症儿童设计个性化的康复计划。

“我们尊重孩子的独特世界，不过度矫正他们的刻板行
为，而是将其转化为社会适应技能。”该中心主任王琦举例
说，一位特别喜欢坐公交车的男孩记得所有车站的名字，老
师就鼓励他为班级的孩子设计乘车路线，“既满足个人兴趣，
又提高社交技能”。

王琦说，孤独症孩子首先是儿童，要尊重儿童的发展规
律和需求，不要一味地盯着孩子的缺陷，要给孩子选择的机
会，“孩子的自主性一旦培养起来，很多问题就会有效解决”。

社会融合 构建全生命周期支持体系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一些机构引入康复机器人、沉浸式
情景教室、辅助听说系统等科技手段，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
设生活场景，帮助孩子们在安全的环境中练习生活技能。同
时，还建立数字化康复平台，实现康复档案电子化管理，为孩
子们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康复服务。

专家呼吁，关爱孤独症人士，需要构建一个全生命周期
的综合性支持体系，是一场需要全社会接力的“马拉松”。

王琦说，对孤独症人士的支持需构建从早期干预到成年
就业、老年照护的连续性服务体系。积极推动政府、医疗机
构、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协同合作，为孤独症群体创造更包容
的环境。

在衔接好早期干预与特殊教育方面，韩颖建议，建立
0至6岁儿童发育监测网络，依托儿童保健机构和相关医疗
机构，定期开展发育评估。同时，积极推广融合教育模式，在
普通学校中设立特殊教育资源教室，配备专业的康复治疗师
与特殊教育教师，实现早期干预与特殊教育无缝衔接。

随着孤独症人士步入成年社会，构建职业能力开发机制
十分重要。专家建议，针对不同能力水平的孤独症成人设计
个性化职业技能培训课程，涵盖手工艺、数字化基础操作等领
域。同时，激励企业开发适应性岗位，建立工作能力评估与岗
位匹配数据库，帮助孤独症人士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路径。

在老年照护阶段，韩颖建议，可推广“医院-社区-居家”
三级联动模式，由专业的医护团队提供慢性病管理、康复护
理、安宁疗护等连续性服务，确保孤独症老人在不同生活场
景下都能获得必要的医疗与照护支持。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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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鹿、狍子结队“出游”，与白雪覆盖的山岭密林相映成
趣；浆果、食用菌加工正酣，越来越多林下经济产品端上
大众餐桌；林业职工开起“林家乐”、销售山野货，生活水平
节节攀升……

十年前的4月1日，最后一棵商业性采伐的落叶松在根
河乌力库玛轰然倒地，伐木工人从此挂斧停锯，内蒙古大兴
安岭林区全面停止了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十年后，这里的
林子更绿了，产业更旺了，百姓生活更好了。

眼下，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积雪未消。内蒙古森工集团
根河森工公司乌力库玛生态功能区内，十年前被砍倒的最
后一棵树，静静躺在原地。“旁边的树粗壮了很多，就连运木
头的小路上，树苗都长高了。”54岁的护林员耿洪广巡林至
此，不禁感慨。

2015年停伐后，耿洪广与万余名林业一线职工从“砍树
人”变“看树人”。停伐十年间，林区累计森林抚育4422万
亩、人工造林24.43万亩、退耕还林21.37万亩。

“春天的主要工作是防火，现在防火瞭望塔实现了林区
全覆盖，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再加上不断打
通的林区道路，防灭火工作比以前轻松多了。”耿洪广说。

内蒙古森工集团应急事务部部长闫志刚说，内蒙古森工
集团正全方位建设“智慧林业、数字森工”，构建全面覆盖林
区各项职能、业务及数据的信息化系统，同时大力提升森林

防灭火工作综合实力，力争通过五年左右时间建成全国
森林防灭火示范区。

春季的大兴安岭务林人，除了忙着防火，还忙着植绿。
在莫尔道嘎森工公司中心苗圃大棚内，云杉、落叶松树

苗在育苗员的培育、管护下茁壮生长。2022年以来，苗圃每
年为造林工作提供300余万株苗木。

林森茂密，人为干扰少了，野生动物活动踪迹变多了。
走在内蒙古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廊道内，积雪
上不时出现野生动物留下的脚印。架设在林间的红外相
机，拍到马鹿、驼鹿、紫貂、狍子、雪兔等野生动物的次数越
来越多。

监测数据显示，全面停伐以来，林区野生动物种类增长
12.6%，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类增加51.4%。

十年来，林区以厚植“生态底色”为基础，科学发展林下
经济和森林碳汇项目，生态产业更加兴旺。

在满归森工公司白马经营管护中心食用菌培植基地，林
业职工各司其职、有序忙碌。经过搅拌、灌袋、消毒等工序，
一袋袋食用菌棒制作完成。

工作人员周敏庆说，停伐以来，当地着力培植食用菌、黑
木耳等产业，订单不断增加，基地今年培植量预计达130万
袋，可带动20多名林业职工及其家属人均增收1万余元。

内蒙古森工集团林下经济开发部副部长张宏说，林区科

学规划、合理培育林下种植、养殖及野生资源采集与开发等
特色产业，林下产业稳步发展。

据介绍，目前林区已种植沙棘林8.9万亩，逐步进入盛果
期，年产量稳定在1200吨左右；林下种植赤芍、金银花等中
草药5.4万亩；建成3个规模较大的食用菌培植和生产加工
基地，年产食用菌干品约275吨。

森林具有储碳功能，可吸收和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内蒙古大兴安岭碳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汤春维说，
林区依托森林质量优、固碳量高等优势，稳步推进碳汇产品
销售，收入累计突破6000万元。

停伐后，林区景色更美了，慕名而来的游客多了，林区旅
游业发展逐步走上快车道，不少职工吃上“生态旅游饭”。

莫尔道嘎森工公司红旗经营管护中心护林员朱洪岭今
年52岁。停伐后，随着林区逐步加大旅游发展力度，游客越
来越多，他家经营的山野货店开起了分店，还通过互联网销
售给广东、云南等地的客户。“妻子卖山野货一年收入10多
万元，我的工资8万多元，孩子上完大学也准备回来发展。”
朱洪岭说。

从林场退休的邢中华与妻子经营木屋餐厅。十年间，在
林区支持下，餐厅由40多平方米扩建到200余平方米，餐桌
由3张增加到30多张。

“我们培育旅游产业就是要吸引人气、增加就业，让员工
真正有获得感、幸福感。”内蒙古森工集团旅游发展部副主
管孙潇晗说，林区开发了森林小火车、森林露营、自驾车穿
越、冰雪体验等旅游业态和产品。

据统计，2024年，林区累计接待游客74.46万人次，同比
增长 9.24%；实现旅游收入
7050万元，同比增长62%。

（新华社呼和浩特 4 月
1日电）

林深叶茂产业兴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停伐十年绿意浓

新华社记者 于 嘉 连 振 张 晟

成就展示成就展示

4月1日，学生在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烈士
陵园祭扫革命先烈。

清明将至，各地开展祭奠活动，缅怀先烈，
寄托哀思。

新华社发（肖本祥 摄）

清明将至清明将至
缅怀先烈缅怀先烈

热点关注热点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