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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
制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卫生健康
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
引》，推进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
能+”应用创新发展。其中对中医
药管理服务和中医药产业等方面
的人工智能应用指明了具体方向。

在“人工智能+”中医药管理
服务方面，《指引》推荐中医临床
智能辅助诊疗，应用中医四诊智
能诊断设备采集全过程中医临床
四诊数据，基于中医药知识库，建

立中医大数据诊疗模型，针对患
者症状、诊断和相关病史自动推
荐中医诊疗方案；推荐中医经络
智能检测，以中医经络、现代全息
理论为基础，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模拟中医临床诊断过程，为临床
诊疗提供辅助参考；推荐中药智
能审方，依据中医药配伍规则，智
能提醒医生合理遣方用药，智能
辅助药师开展中药饮片处方点
评；推荐中医临床病案智能质控
基于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理论，采
用大数据存储、深度学习算法等

技术，建立中医病案理法方药一
致的内涵质控垂直类大模型，提
升中医临床病案的书写质量；推
荐名中医学术思想智能传承，通
过挖掘名中医经验，基于深度学
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名中医数
字化传承，辅助培养学术传承人；
推荐中医药科研智能辅助，辅助
医生采集中医诊疗全过程真实世
界数据，支撑中医的人用经验转
化为临床真实世界数据证据。

在“人工智能+”中医药产
业方面，《指引》推荐中药材智能

生态种植，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建
立中药材智能模拟种植系统，开
展规模化、科学化、精细化种植，
提高中药材种植品质，降低种植
成本，提升中药材种植经济效
益；中药材智能仿生鉴定识别，
将传统性状鉴定与仿生化、数字
技术结合，为中药材和中药饮片
真伪鉴定和快速评价提供新手
段；推荐中药智能生产设备，基
于中医药理论、药材固有属性以
及产品制备要求，集合视觉分
析、智能传感、在线检测、全过程

质量控制等技术，提升中药（制
剂）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水平。

此外，《指引》推荐智能中医
健康管理，基于中医药垂直类大
模型建立智能中医健康管理应
用，辅助公众更好地进行中医

“治未病”养生保健和健康管理。
在“人工智能+”健康产业发展
方面，《指引》还推荐针灸推拿机
器人，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针
灸推拿机器人，实现中医针灸、
推拿等传统非药物疗法的智能
诊疗。 （新华网）

本报讯（记者黎佳）为加
强中医药（民族医药）文化的
传承与传播，提升报纸质量
及发行服务，同时增强读者
与编辑部的交流互动，11 月
19 日，本报总编辑吴小红一

行赴浙江绍兴新昌县举办读
者见面会，并参观调研新昌
县天姥中医博物馆。新昌县
政协委员、天姥中医博物馆
馆长郑黎明，新昌县肿瘤康
复协会会员代表、当地居民、

乡村医生以及对中医药（民
族医药）有深厚兴趣的社会
人士，近百人参加了此次见
面会。

会上，吴小红总编辑向
与会者简要回顾了《民族医
药报》35 年的发展历程。她
表示，此次见面会旨在构建
一个读者与编辑部之间的沟
通桥梁，倾听读者的声音，进
一步提升报纸的质量，同时
也是报纸深入基层，扩大影
响力的积极尝试。

郑黎明馆长代表天姥中
医博物馆，向参会者免费赠
送全年《民族医药报》，不仅
能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和了
解报纸，感受中医药（民族医
药）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也有效扩大了报纸在基层的
影响力。

会议气氛热烈，读者代
表畅所欲言，为报纸的发展
建言献策，祝愿《民族医药
报》越办越好。

会后，编辑部一行参观
了天姥中医博物馆，了解越
医的文化发展和诊疗技术特
色，并就未来的交流与合作
进行了深入探讨。

下一步，《民族医药报》
将继续秉承“传承民族医药
精髓，弘扬中医药文化”的
使命，深入基层，与更多医
务 工 作 者 、读 者 面 对 面 交
流，将更丰富、更优质的中
医药（民族医药）文化，惠及
更广泛的群体。

本报讯（记者黎佳）11 月 16 日，以
“传承中医国粹 弘扬药膳文化”为主
题，由自治区中医药局联合自治区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卫生健康委、总工会、
市场监管局、机关事务管理局、文化和
旅游厅、商务厅八部门共同举办的第二
届广西中药（壮瑶药）药膳大赛总决赛

（以下简称“总决赛”）在广西职业技术
学院圆满落下帷幕。广西壮族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自治区中医药局
党组书记、局长黎甲文，广西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书记梁裕以及 22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等
相关单位代表出席闭幕式。

本次总决赛参加人员汇集了来自
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78支参赛队伍，共产生参赛作品
468 道。展览展示现场共有 190 个中医
药展团，涉及219个展示单位，展区面积
共计约 19800 平方米，集中展示了不同
民族、不同地域、不同特色的药膳食养
食疗产品，呈现出药膳产业欣欣向荣的
发展活力。大赛期间，还有来自泰国、
老挝、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 5 个东盟
国家的国际友人前来观赛观展，体验中
医药文化魅力。据统计，本次大赛参会
参展参赛总人数达28000余人。

总决赛期间还举办了全国中医药

科技成果交流会、药膳＋康养产业发
展讲坛、中医药展览展示、中医药传统
功法展示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推动了
药膳产业发展，发挥了药膳在推进大
健康产业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提升了

“桂药膳”品牌影响力，有效推动中医
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广西建设
注入了新的活力。

经过 5天的激烈比拼，区内共评选
出团体奖 56 个、个人奖 114 个，最佳药
膳热菜、冷菜等单品奖共 25 个，最具人
气奖 20 个，优秀组织奖 20 个。区外共
评选出团体奖 20个，个人奖 35个，最佳
药膳作品奖10个，最具人气奖10个。

三部门印发《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

引导“人工智能+”中医药多场景应用

●福建诏安县：基层中医药适
宜技术培训助力乡村医疗水平提
升 日前，福建诏安县卫健局积极
主办乡村医生规范培训，为基层医
疗事业注入新活力。培训分为三
期，近 400 名乡村医生踊跃参与。
培训方式多元，包括集中理论授
课、技能培训与临床跟班学习相结
合。培训内容丰富，不仅涵盖医保
相关政策及管理、农村常见病与多
发病诊疗技术、急诊与急救知识、
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等基本医疗
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内容，还着重
突出了中医诊疗技能，如针灸、推
拿、拔罐等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

培训将提升诏安县乡村医疗
水平，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能享受
到优质的中医药服务，为他们带来
更多的健康福祉。未来，诏安县将
继续加大对基层中医药事业的投
入和支持，推动中医药技法在乡村
地区的广泛应用和发展。

（通讯员 吴春水）
●江苏：已发现中药资源种类

2289种 日前，在 2024 长三角健
康大会（泰州）暨第四届中医药交流
会、第九届江苏省中药学术会议上，
现场公布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
查—江苏省普查成果。此次普查共
发现中药资源种类 2289 种，包括
药用植物1822种，药用动物401种、
药用矿物 66种，其中植物新物种 2
个、新分布记录种4种、水生药用植
物220种、耐盐药用植物 116种，与
第三次江苏省中药资源普查结果
相比总种类超出769种。（杨 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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