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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张玉辉 尹晗 贾薇薇 刘则伯）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深入实施的关键阶段，随着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 78.2 岁，人民群众对优质医

疗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当前医疗资源分布仍呈现“倒金字塔”结构，基层诊疗量

占比不足 50%，慢性病管理覆盖率仅为 65%。在此背景下，座谈会上代表委员们就医疗

资源下沉、健康科普和特殊群体健康管理等议题提出多项建议，旨在通过资源重构与模

式创新，推动实现从 “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战略转型。

从治病到治未病 筑牢全民健康防线

 AI 赋能健康管理  助力慢病对因防治

医疗 AI 终极目标是让患者少生病医疗 AI 终极目标是让患者少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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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黄晶）面对传统健康管理模

式的困境与日益增长的健康

需求，推动基于人工智能的

全 民 健 康 管 理 体 系 刻 不 容

缓， 如 何 应 对 以“AI 个 人

健康管理 APP”为核心载体，

通过与医保个人健康账户关

联，构建一个低成本、高效

率、普惠可及的全民健康管

理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中日友

好 医 院 原 副 院 长 姚 树 坤 强

调， 该 平 台 应 利 用 AI 技 术

成熟应用的优势，提供多元

化健康管理服务，大幅提升

医疗健康服务的便捷性与服

务效率。

 “随着 deepseek 的上线，

AI 技术的成熟，为破解健康

管理困境提供了革命性创新

方案。”姚树坤认为，AI 在

健康管理领域的应用，将带

来效率跃升、普惠可及、成

本重构三大突破性价值，为

构建全球领先的全民健康管

理体系创造战略机遇窗口。

“AI 在健康管理中的应

用可重构全生命周期、“预

防 - 保 健 - 诊 断 - 治 疗 -

康复”的全链条健康服务新

模式。”姚树坤建议，应从

顶层设计、战略先行；多方

协同、共建生态；试点先行、

稳步推广；加强监管、保障

安全以及持续投入、创新驱

动 五 个 方 面 发 力， 为 AI 健

康管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通过 AI 健康管理的推

广应用，从被动的‘疾病治

疗’转向积极的‘健康塑造’，

从对抗疾病的战场转变为守

护健康的生态体系。”他希望，

争取到 2035 年，形成“全人

群、全周期、全要素”的智

能健康保障体系，为实现人

类健康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张玉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科大附一院党委书记刘连新指

出，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与

丰 富 的 疾 病 谱， 为 医 疗 AI

的发展提供了天然土壤。通

过整合电子病历、医学影像

等多维度数据，建立标准化

医 疗 数 据 库，AI 可 依 托 深

度学习技术，快速分析海量

临床案例，为医生尤其是基

层医生提供精准诊断建议。

“这种技术革新不仅提升了

诊疗效率，更推动了医疗公

平的实现。”刘连新强调，

AI 的 价 值 在 于 将 百 年 积 累

的临床经验转化为可计算、

可传承的智能资产，让优质

医疗资源突破时空限制，惠

及偏远地区患者

尽管前景广阔，刘连新

也 坦 言， 医 疗 AI 的 发 展 仍

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是数据安全与隐私

保 护 问 题。 随 着 AI 深 度 介

入医疗流程，患者健康数据

的敏感性要求医疗机构必须

筑牢安全防线。

其 次 是 AI 技 术 的 专 业

性 局 限。 当 前 主 流 AI 模 型

多为通用型，在复杂病例分

析、跨学科诊疗等场景中仍

需医生主导。刘连新指出，

AI 应 定 位 为“ 辅 助 决 策 工

具”而非替代者，医生需结

合 临 床 经 验 对 AI 建 议 进 行

甄别与修正。 

“ 医 疗 AI 的 终 极 目 标

是‘让患者少生病’。未来

可 通 过 AI 健 康 管 理 平 台，

结合可穿戴设备数据，构建

个体健康画像，实现疾病早

期预警与主动干预。”刘连

新强调，医疗的核心是人，

AI 的 价 值 在 于 放 大 医 者 仁

心，而非替代人文关怀。唯

有在技术创新中坚守伦理底

线，在效率提升中筑牢安全

屏 障， 才 能 让 AI 真 正 成 为

照亮健康中国的温暖之光。

“心身同治”双轨并行

健康管理从娃娃抓起

“心脑血管疾病是威胁人

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其发病

率和死亡率均居高不下。”民盟

山西省委会副主委、山西医科大

学第一医院副院长韩清华长期

致力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工

作，通过组织义诊、健康咨询和

科普讲座等活动，帮助广大群众

树立健康理念，提升对心血管病

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她建议，未来应进一步强

化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科普工作，

让广大群众切实认识到心脑血

管疾病的危害。

此外，韩清华还表示，随

着社会的发展，心理健康问题

日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人

意识到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同

等重要。

我国心理健康需求不断增

加，但心理健康体检的普及程

度仍然较低。数据显示，我国

城镇居民中仅有约 10% 的人心

理健康，超过七成人处于亚健

康状态。

与此同时，青少年、孕产妇、

老年人以及高压职业人群等重

点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尤为突

出。例如，2020 年中国青少年

的抑郁检出率高达 24.6%。

因此，韩清华建议，把心

理健康的检测纳入到常规的体

检中。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谢良地呼吁

“健康管理从娃娃抓起”。当

前我国高血压等慢性病防控形

势严峻。数据显示，我国 18

岁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即每 3 个人中就有 1 个

高血压患者。究其原因，健康

知识的匮乏与不良生活方式是

主因。对此，谢良地提出，唯

有从儿童期植入健康理念，并

通过家庭、社区、医疗多方联

动形成“健康联盟”，才能破

解当前的慢病防控困局。

谢良地表示，健康生活方

式源于正确的健康理念，而健

康理念的传播离不开健康教

育。那么健康教育应该由谁来

做？临床医生因时间有限，难

以深入普及健康知识，碎片化

教育的效果甚微，患者依从性

低。“我们开展了十余年戒烟

门诊，结果发现戒烟成功率不

足 20%，根源在于患者缺乏持

续监督与社会支持。戒烟后，

身边的家人朋友递过来一支

烟，前功尽弃。”谢良地强调，

联动患者、家属、医生及社区

建立“健康联盟”，形成长期

监督与协作机制才是深植健

康理念、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

关键。

谢良地建议将健康理念融

入基础教育，如将世卫组织健

康宣言写入小学课本。他表示，

童年形成的习惯会影响终生，

而成年后的改变则尤为困难。

同时，谢良地呼吁医生主动参

与科普教育，患者承担自身健

康责任，家属充当“监督员”，

形成多方共管的健康管理新格

局，让享受健康生活成为一种

时尚与潮流。

“医生治病可谓‘天经地

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把科普

宣传做好，提前预防，无疑可

以防微杜渐、通过早诊早治减

少疾病的发生发展。全国人大

代表、山东省眼科医院院长史

伟云教授介绍，近年来，医院

累计投入 2000 余万元，于山

东眼科博物馆中设立“眼病科

普场馆”，对各种眼科疾病的

症状及表现进行了详细介绍。

此外，医院还设立“近视科普

场馆”，对民众免费开放，受

到了广大患者特别是中小学生

的欢迎，成为了济南市中小学

省暑期的“打卡圣地”，对儿

童近视防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疾病知识的普及不仅能减

轻医院的负担，也能减少患者

的痛苦。因此，随着人民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医院在健康

科普方面肩负着重要的责任。

此外，近年来史伟云一直

致力于推进“罕见医疗器械”

审批特别办法的制定，他表示，

一是要明确“罕见医疗器械”

范围，比如年用量小于 1 万

例，且国内尚处于产业空白的

器械；治疗疑难症、重症临床

效果显著且不可缺少的核心器

械等；二是建立该类医疗器械

的特种审批程序；三是加强对

“罕见医疗器械”研发的政策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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