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染性疾病始终是伴

随和威胁人类社会发展的

一大挑战，尤其今年以来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

持续蔓延，严重危害人类

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为及时交流各国在抗

击新冠疫情方面的经验，

深入研讨各类重大感染性

疾病研究方面的最新研究

进展，“第三届国际感染病

科学及应用研讨会”于 11

月 12 日至 14 日在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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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0日，儿科门诊临床

诊 断 智 能 决 策 支 持 系 统

（CDSS）——“小布AI医生”产品

发布会暨多中心临床应用启动

仪式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和

汉堂举行。当天，“小布AI医生”

产品正式发布，同时还举行了多

中心临床应用签约仪式。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卫生信息与健

康医疗 大 数 据 学 会 会 长 金 小

桃，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

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金力，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副主任赵丹丹，中华医学会儿

科学分会主任委员王天有出席

活动并讲话。

出席当天活动的还有，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党委书记徐虹

教授，副院长周文浩教授、张晓波

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安

徽医院(安徽省儿童医院)执行院

长陈超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海南分院(海南省儿童医院)
执行院长陆毅群教授，以及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相关临床科室

的专家、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等。

有助于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儿科门诊临床诊断智能决

策支持系统（CDSS）——“小布

AI医生”由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联合上海国际人类表型组研

究院共同开发，基于先进的自然

语言与深度学习融合技术，将儿

科医院临床专家长年累积的诊

断经验与诊断路径从海量的病

历中提取出来，形成临床诊断模

型，它代表着中国儿科医学顶尖

水平机构的集体医疗智慧。

金小桃表示，“小布AI医生”

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宝贵的

诊断经验带到医联体单位和城乡

基层医院，有助于推动医疗卫生

资源下沉，提升当地儿科诊疗水

平，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国家儿

童医学中心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金力表示，现阶段人工智能

在医疗中主要起到辅助作用，并

不能完全替代医护人员。人类

对医学的认识，还只是冰山一

角，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还有巨

大的开发潜力，希望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和上海国际人类表

型组研究院能积极利用现有资

源，继续加强交流合作，进一步

推动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

术的发展。

赵丹丹表示，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下，

近年来智慧医疗飞速发展。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进行综合

布局，调动各方资源，广泛开展

医疗人工智能产学用的研究，落

地了一批人工智能技术在临床

医疗方面的场景应用。依托高

质量的医疗数据，运用人工智能

技术处理临床问题，“小布AI医

生”是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信

息化建设发展的又一成果。

王天有表示，目前儿科医生

紧缺，各地儿科医疗资源分配不

均衡，基层和边远地区的儿科医

生接触病种、病例较少，临床经

验不够丰富，检验检查设备相对

不完善，容易发生误诊、漏诊。

“小布AI医生”的核心功能是在

初诊过程中提供辅助诊断意见，

这对基层儿科提升诊疗质量十分

有利。即使是在专业细分很强的

儿童专科医院，它也能提供跨学

科方面的辅助诊断意见，甚至能

帮助医生诊断疑难病罕见病。未

来，它还可衍生病历的内涵质控、

医生诊断质量的定量分析等。

可辅助临床医生提高诊断质量

“小布AI医生”在初诊没有

检验检查时便可辅助医生诊疗，

在出现某些特殊症状体征时能

提醒医生，从而帮助医生提高诊

断质量。当使用该系统的医生

在为患儿问诊时，“小布AI医生”

会按概率高低排序，推荐出5个

可能的诊断选项，随着问诊信息

的逐步详细也会出现调整更新，

帮助医生在多个可能性中提高

概率（减少错诊）、减少盲区（减

少漏诊），提出更精准的检查要

求，减少病情延误。

据了解，区别于传统的人工

诊疗规则，“小布AI医生”模仿人

类大脑形成复杂的直觉式软规

则，把多种临床特征融合生成柔

性诊断建议，在门诊辅助决策应

用的同时可快速实时迭代，由于

内在知识体系是从已有的电子

病历中学习的，因此开发、部署、

适应、维护成本小，未来可在基

层医院实现广泛推广。

“小布AI医生”将率先在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安徽医院

（安徽省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海南分院（海南省儿

童医院）应用，并推广到儿科医

院的医联体单位和帮扶单位。

据徐虹教授介绍，“小布AI医生”

收纳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近三年多来的 700余万条门诊

电子病历数据，总结出医院作为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宝贵的临床

诊疗经验，作为一种面向临床应

用的辅助诊断工具，“小布AI医

生”为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

基层及边远地区儿科诊疗质量

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它的

应用与推广，将帮助更多的基层

儿科向着优质、便捷、普惠的方

向发展。

据悉，早在去年的智慧医疗

高峰论坛暨中国首届儿科AI应

用大赛上，“小布AI医生”在人机

对战中就初露锋芒：答题速度飞

快、不会疲劳、思考全面、不会遗

漏，在诊断水平的稳定性、诊断表

达的规范性上显现出相对优势。

经过近一年的开发，此次发

布的“小布AI医生”更臻完善，已

占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总门

诊量的75.59%，覆盖了呼吸、消

化、皮肤、内分泌、发育行为等八

个儿科专科主题、13个科室，相

对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医生

的 TOP5 诊断意见一致率均>
90%。其中 12个科室“小布 AI
医生”的第一诊断意见与医生水

平相当或高于医生平均水平。

据张晓波教授介绍，近年来，儿

科医院AI应用推进迅速，除“小

布AI医生”外，“小布护士”“小布

技师”等系列产品将很快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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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儿科“小布AI医生”进入多中心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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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冠疫情防控要求，
第三届国际感染病科学及应用
研讨会采取了线上为主的研讨
方式，包括今年诺贝尔奖获得
者查尔斯·赖斯在内的来自全
球感染病学领域的顶尖专家学
者相聚云端，共话如何以科学
技术筑起应对各类重大感染性
疾病的坚强堡垒，同时共谋合
作发展，促进国际间科学与应
用交流协作。

会议围绕新冠相关基础与
应用问题以及感染病学领域特
别是持续性感染疾病相关前沿

热点问题，从病原学、流行病
学、免疫学、疫苗研发、临床医
学以及防控策略等方面设置了
多个专题，邀请了来自全国各
地以及美国、德国、荷兰、澳大
利亚等四十余名知名专家学者
与会，国内外在线参会人数达
3000余人次。

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基础
医学院病原生物学系、教育部/
卫健委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
验室、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
物安全研究院主办，上海市微
生物学会、上海市医学会医学

病毒专科分会协办。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
院士闻玉梅担任大会名誉主
席，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
医学院党委书记、基础医学院
院长、教育部/卫健委医学分子
病毒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袁正宏
教授担任大会主席。

闻玉梅强调，病毒、免疫、流
行病、临床等多学科合作为抗
疫取得阶段性胜利作出了重要
贡献。新冠疫情的发生对这些
领域而言既有挑战，更是契
机。她指出，未来应对病毒挑

战，需要各领域通力合作，加强
病毒监测网络，加大分子病毒
整合研究，加强疫苗与抗病毒
药物新技术开发，增强公共卫
生体系建设。

袁正宏表示，希望本次会议
充分交流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
积累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探讨
新冠肺炎病毒学、免疫学及发病
机制，研讨预防及治疗新冠肺炎
的疫苗和药物，并继续研讨持续
性感染机制及对策进展的传统，
为开展国际合作及基础与临床转
化开辟新路。 来源：基础医学院

第三届国际感染病科学及应用研讨会在复旦上医举行

聚焦感染病学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