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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改革

DRGs付费改革成效显著
▲攀枝花学院附属医院党委书记  田巨龙

推 进 DRGs 模 式 改 革 四

年来，攀枝花学院附属医院通

过成立院内医保物价管理委员

会、DRGs 管理小组等一系列

举措不断完善医保质量管理体

系，建立 DRGs 院内目标绩效

考核办法及全方位多维度的内

部监管措施，实现收治患者更

加合理、诊疗行为更加规范、

医院管理更加精准目标。

一是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CMI（病例组合指数）值逐年

上升，较之 2018 年，增长 8%；

病组数量增长 9%，达到 574 个；

二是服务结构更加优化，药占

比、耗占比分别下降 5.03%、

1.92%；三是服务效率明显提

升， 门 诊 量 达 126 万， 增 长

22.94%，住院人次增长 11.85%,

平均住院天数同比下降2.41天。

同时，中医药付费模式评

价体系逐步建立，一是中医病

组得到广泛开展，同等疗效的

中医药病种数扩展到 28 个病

种，执行数量同比增长了4.3倍。

二是设立医保基金池，在医保

基金预算数中独立设置中医基

金池 500 万，中药饮片使用率

上升 13.36%, 患者使用中医非

药物疗法比例上升 6.62%。

2021 年，医院基于互联网

医院开展“互联网 + 全病程管

理”服务，围绕妇科、产科、

儿科、心内科等特色专科打造

贯穿患者院前、院中、院后的

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体系，

为患者提供更便捷、连续、优

质的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

聚焦医疗领域，GPT-

AI 在如下几个方向的应用

值得关注：

首先是辅助临床决策

等方面帮助医师提高效率；

其次是赋能医院的智能导

诊、自动预约、智能客服

等服务，减轻就医导诊压

力；再次是助力患者全生

命周期管理。最后是赋能

临床科研领域。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为

医疗信息化建设提供新思

路。由于 GPT-AI 改变了

人机交互模式，将知识调

用方式由关键词转为自然

语言，大大提高了调用方

式的自然度（如表 1 所示），

这将有助于提升医院信息

系统在信息录入、知识推

荐等方面用户体验度的大

幅提升；同时推动“专用

人工智能”转化为“通用

人工智能”，这也为医疗

信息系统的功能融合提供

了技术基础，有助于改变

当前医疗 AI 工具零散分布

的局面。

不 过，GPT-AI 想 要

在医疗这个特殊领域获得

发展，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第一是数据方面的障

碍。ChatGPT 目前仅采集

到 2021 年 9 月的数据，未

来如何获取海量的医疗数

据进行训练仍是巨大挑战。

数据安全同样是巨大的挑

战。由于对算力的巨大要

求，GPT-AI 技术采用云

端存储，一方面存在数据

泄露等风险；另一方面面

临网络和黑客攻击等隐患。

第 二 是 成 本 挑 战。

GPT-AI 技术的开展需要

巨大算力支撑，部署成本

高昂；电力消耗非常大，

据称每训练一次就要消耗

90 万度电；人力成本也不

容忽视，人工智能依然还

是“人工的智能”，需要

大量数据标注师，医学要

求更高。

第三是医学伦理、医

学人文挑战。患者隐私是

否可以得到保护？如何体

现医学伦理、医学人文？

第四是法律和监管的

挑战。医疗 AI 需要面临复

杂的法律法规要求，这使

其商业化应用进度受限，

研究机构与企业难以判断

某些应用是否会触及监管

红线。

第五是适用性的挑战。

医疗 AI 还需要考虑不同的

区域医疗政策。

ChatGPT 的横空出世，带给各行各业很大认知冲击。仅仅两个月，ChatGPT 的月活用户已突破 1 亿，

成为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GPT-4 的发布更引起轰动，对比 3.5 版本，4.0 版本采用多模态，更

加聪明。ChatGPT 和 GPT-4 的成功出圈，意味着人工智能进入大模型新时代（以下简称 GPT-AI），

多模态 AI 通用化成为未来趋势。

GPT-AI 到底对医疗、对医院会带来哪些影响？医师应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信息化建设

会AI的医师不会被取代

GPT-AI 的医疗应用面临挑战 AI 将深刻影响医学模式
临床诊疗是知识

驱动与数据驱动相结

合的。回望医学发展

史，西医是循证医学，

以知识驱动为主；中

医是经验医学，以数

据驱动为主。

未 来 GPT-AI 主

要影响以中医为代表的

经验型工作和以内科医

师代表的诊断型工作，

以外科医师、护士、治

疗师为代表的动手型工

作受到影响相对较小。

在 GPT-AI 的 影

响下，笔者大胆畅想

未来医学发展模式：

西医从以知识驱动为

主转为以数据驱动为

主；通过 AI 进行经验

总结，以数据驱动为

主的中医迎来发展机

遇；外科将面临更好

的发展机会，内科则

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从哲学层面来讲，

人类未来将更多提供创

造性知识，机器更多执

行人类提供的知识。在

微观层面，单纯提供

标准化服务的人容易

被淘汰，有创造和创

新能力的人才能站稳

脚跟。所以人要努力

成为创造者、连接者、

领导者，具备危机意

识、创新意识、数据

意识，完成“从术到道”

的升华与跃迁。

展望未来医疗，

智能化的脚步越来越

近，一旦突破就不会

逆转。作为医疗从业

者，我们要认清医疗

的本质一定还是医师

对患者的诊疗行为，

尽 管 AI 不 会 取 代 医

师，但不能忽视 AI 技

术带来的巨大影响，

会 AI 的医师将会取代

不 会 AI 的 医 师。 医

师不再是“专业知识

的守护者”，而将成

为指导者、协作者和

患者需求的倾听者。

医 师 需 要 学 会 借 助

GPT-AI 技 术 优 化 治

疗决策支持，还需要

关注患者的心理需求，

提供关爱和支持，帮

助患者应对疾病带来

的精神压力和心理挑

战，因为人文医学始

终是 AI 无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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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技术的知识调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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