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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一份病例
从至少半小时
到最多 秒！

宁大附属康宁医院AI助理显神通

“有了‘心医生小助理’（以下简称‘心医生’），方便太
多了！”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党委委员、医务科科长刘灵
江边向记者演示边感慨，有了这一基于DeepSeek的AI助
手，他和同事们的诊疗效率提高了，精度增加了，广度提升
了，更能让患者直接受益。

该院信息科张荣祥介绍，医院积极拥抱DeepSeek，已
经进入AI+时代。目前，“心医生”已经嵌入医生工作站，可
以随时秒速为医生提供临床决策参考、把控病历质量等全
方位服务。今年上半年，医院还将推出数字心理咨询师，
满足广大市民的心理咨询诉求。

刘灵江点开电脑上“心医生”这
个图标，在对话框里输入了当天上
午一位门诊患者的基本情况，请AI
根据病史中曾经的多种用药方案以
及疗效评价，给出新的治疗参考建
议。该患者1999年确诊精神疾病，
20多年来经历了多次治疗，病情变
化复杂。

12秒后，“心医生”给出了推理
分析思路，对此前的治疗方案做出
评价，并给出了本次治疗思路及建
议处方。

刘灵江随后调取了门诊医生已
经开出的处方。对比后，他惊呼：

“用的药竟然一模一样，治疗方案也

非常接近！”
“DeepSeek真的能读懂病历，

思考分析过程和结论确实让人惊
艳。”刘灵江说，DeepSeek刚推出
时，他和很多同行一样都很心动。
但是，基于患者隐私等因素考虑，不
能直接在DeepSeek客户端上输入
患者病史等资料，使用起来有诸多
限制。现在，在市卫健委规划和数
字化发展处的支持下，医院在内部
服务器上部署了DeepSeek等开源
大模型，筑牢了安全防护墙，打造了

“心医生”这一基于大模型的助手。
这样，既能享受到大模型带来的便
利，又能有效地保护患者隐私。

“这是普通精神科一位女患者
入院后的三级查房病历。三级查房
是患者本次住院中最重要的一次查
房，直接关系到诊断和治疗方案。”
刘灵江介绍，以前，写好这份病历
后，医生先自行把控病历质量，再由
科级质控，最后由院级层面开展质
控。质控过程中最耗时间的是内涵
质控，即医生书写的内容，必须人工
去复核、检查。这样一份病历的内
涵质控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有些疑
难病历的复杂描述要反复核查，耗
时更长。

刘灵江点开电脑上“心医生”图
标，在对话框里上传这份病历，让其
开展质控。13秒后，“心医生”根据
AI分析，描述出解答思路，做出回
答：先清晰地介绍了质控要求，再列
明需要补充的内容，如既往用药的
具体剂量描述不详，风险评估后措

施需要补充等情况。对此，刘灵江
表示认可。

“质控一份病历，过去至少要半
个小时，现在最多只要30秒，效率
提升非常明显。而且，AI可以突破
主观质控。”刘灵江感慨，以后医生
可以通过大模型自动检查病历书写
质量，发现写得规不规范、信息全不
全、逻辑对不对，及时发现问题并补
充、修改，全面提高病历质量，有利
于后续诊疗进行。以前，院级层面
的病历质控只能抽查，现在可以轻
松实现全覆盖。

张荣祥介绍，接下来，还会把浙
江省病历质控标准等行业规范、各
种团体标准、专业诊疗规范、专家共
识等“投喂”给大模型，结合其思考
过程不断训练，让大模型在病历收
集、书写等环节更好地给医生当好
助手。

大模型开的药方和医生完全一
样，是不是意味着某种程度上可以
替代医生？

对此，该院大模型应用服务商，
浙江宁唐健康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吕传峰予以否认。他解
释：“目前，大模型擅长关联分析，缺
乏因果关系分析能力，不可避免地
存在幻觉和失真。医疗行为专业要
求高，差之毫厘会谬以千里。通俗
地说，大模型只能给医生当助手，不
能取代医生在诊疗环节中的作用。”

最近，该院医生在培训后，都纷
纷学习使用“心医生”这一助手。大
家普遍反映，AI能大大提高医生的
诊疗效率，秒级数据分析能力令人
叹服。

张荣祥介绍，DeepSeek大模型
更像是一般的全科医生。宁大附属
康宁医院作为精神专科医院，专科
要求高，知识体系复杂，基于数据的
大模型难以满足临床需求，需要更
专业的AI来辅助临床。培养一个
成熟的精神心理医生往往需要很长
时间，低年资医生如何借助AI更精
准地开展临床诊疗工作？身心共病
已成为新的挑战，精神专科医生在
看“心病”的同时，怎么更好地兼顾
躯体疾病？

在最近的探索实践中，医生们
发现，“心医生”有助于破解这一系

列难题。
首先，“心医生”是在大模型基

础上，“康宁化”了的精神专科医生
助手。开发过程中，已经被“投喂”
了大量医院特色的内容。接下来，
还会加载更多精神专科方面的专业
知识、病例和专业逻辑等，并强化专
业训练。

其次，“心医生”可以提高诊疗
的精度，尤其能助力低年资医生在
临床上更全面地思考、分析，更精准
地开展诊疗工作，也能更快成长。
比如，近日一位年轻医生在对一位
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的病史收集过
程中，发现患者有人际交往的问
题。大模型及时提醒医生收集其童
年期人际交往时的表现。在这一提
醒下，医生注意到患者童年期的问
题，对共病或鉴别阿斯伯格综合征
提供了有效的线索。

另外，“心医生”可以极大地拓
展精神专科医生的诊疗视野和广
度。刘灵江表示，该院医生更多聚
焦精神科的诊断，对内科等其他因
素引起的精神科疾病往往需要通过
查阅资料、会诊等来进一步明确，耗
时长，效率低。现在，有了“心医生”
助力，可以极大地拓展诊疗广度。
当天，在“心医生”提醒下，有医生就
发现了一名抑郁症患者共病肾性脑
病这一原本很可能被忽略的线索。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该院将整
合医院数据，深入探索大模型的应
用，打造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全
链条式AI服务体系。这一切，都是
为了让患者可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
好处和便利。

其中，尤其令人期待的是，面向
广大市民的数字心理咨询师将在今
年上半年上线。

和躯体疾病患者相比，心理、精
神疾病患者往往更需要人工智能助
手，他们中很多人不愿意或没有意
识地主动走进精神专科医院就诊。

数字心理咨询师上线后，有相关
咨询诉求但不愿意来医院就诊的市
民，可以抛下隐私顾虑，突破时间、空
间限制，随时随地在线咨询。数字咨
询师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客服”，而是
一个既有专业知识，又有温度的心理
咨询师，可以提供个性化且有针对性
的心理咨询服务。据初步测算，能满
足80%患者的一般心理诉求。在咨
询过程中，数字心理咨询师一旦识别

到咨询者有自残想法、行为等高危因
素，还会及时干预、转诊。

在辅助临床诊断、智能把控病
历质量、线上咨询外，张荣祥认为，
AI在康宁医院还有诸多用武之地。

比如，该院还初步构建了基于
AI的医疗管理知识库和智能问答系
统。该系统目前可以对日常管理中
遇到的问题，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
甚至可以帮助形成智能分析报告，
指导下一步工作该如何改进。

比如，医院正在建立一个包含
医院所有业务的知识库，实现快速
解答。AI大模型还可以收集医院运
营、患者看病、医疗质量等多方面的
数据并深入分析，给医院管理者提
供可靠的数据，提供决策参考。

比如，可以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大模型可以对医学文献进行智能分
析，挖掘出有价值的知识，帮助医生
建立科研模型，更快地实现医学知识
创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孙梦璐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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