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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北京友谊医院，一套“云知声”
门诊病历生成系统能在嘈杂环境中识
别医患对话，生成专业术语表达的信息
摘要和符合病历书写规范的门诊电子
病历。

回顾2024年，从智能诊断到远程医
疗，从健康管理的数字化到疾病预防的
科技突破，科技正在医疗服务各环节持
续发力，助力全民健康。

AI+医疗，让看病更便捷

今年5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协和医院推出“AI智慧门诊”，
智能分导诊、智能加号等功能深受患者
欢迎。

以“智能加号”为例，患者点击“挂号
服务”“在线挂号”，进入需要预约的科
室，若选择的专家号“满诊”，点击下方

“申请加号”，在跳转页面选择该专家的
加号日期。确定免费预约后，AI会自动
发起对话，询问患者病情等情况，生成

“病情卡片”，再综合评估病情严重程度，
判断加号资格，最后发送给专家确定是
否通过。

过去一年，“AI+医疗”已在全国多
地广泛应用——

浙江省人民医院推出数字健康人
“安诊儿”，可根据症状为患者匹配科室
和医生，合理安排就诊流程，全程提供
AR智能导航，提供叫号提醒等；复旦大
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上线的AI助理“小
红”，为患者提供“7×24小时”的专业咨
询解答，涵盖妇科疾病、产科指导等知
识……

数字赋能，正带来更高效的医疗服
务。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
长刘辉说，在推动技术创新与升级过程
中，要加强对算法准确性、公平性、透明
度、可解释性、隐私保护等关键维度的评
估与监管力度，确保AI技术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为医患双方提供更优质的应用
体验。

远程医疗，助力基层群众看
病“零距离”

近日，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刘先生到
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三井镇卫生院就
诊，医生通过远程诊疗系统，与医共体

上级医院心血管专家线上连线，双方结
合患者病历、影像资料和检查报告进行
交流分析后，为患者制定了个性化诊疗
方案。

一根网线，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
百姓“家门口”，将健康送进千家万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通过智
慧门诊、移动查房等形式，在西藏日
喀则市仲巴县等多个帮扶县域，开展
神经系统疾病等远程医疗支持；四川
省针对革命老区、脱贫地区等基层医
疗机构，打造覆盖省市县乡四级的

“5G+专网”远程医疗网和基层卫生
信息网……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2024年我国远程医疗服务网络覆
盖范围进一步扩大，目前已覆盖所有市
县，并向社区和乡村基层延伸覆盖。全
国70%的卫生院已和上级医院建立了远
程医疗协作关系。

卫生事业的发展，是衡量公共服务
可及性的一把标尺。随着数字之光照进
更多角落，“既快速又精准”“突破时空限
制”的医疗服务可感可知。

健康管理，数字化引领健康
生活新潮流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居民马女士每
日晨起后会使用智能体脂秤，相关数据
会自动同步到一款手机应用程序上。

“不仅能记录身体数据，还能提供个
性化饮食和运动建议。”马女士说。

据统计，随着人们健康理念的转变，
2024年中国数字健康管理平台用户数
量持续增长。

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展
示的中医AI智能诊脉仪，通过手机App配
合仪器夹食指检测，就能为患者诊脉，快速
获得人体相关健康数据；在第二届中国国际
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亮相的POCT荧光免
疫层析分析仪，可结合人工智能进行数据辅
助判断，让老年人更好了解骨健康情况……
数字化健康管理越来越个性化、精细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
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科技与健康的融合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下一步将继续
加大对医疗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让科
技成为托起全民健康的坚实“臂膀”。

冬季寒冷干燥，一些医院眼科
接诊的干眼症患者人数比平日多了
30%，其中年轻人的数量明显增
加。长时间面对电脑、手机等电子
设备，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受到眼
疲劳、眼干涩、异物感等问题的困
扰，干眼症已成为新的“眼部危
机”。今天，应急总医院眼科主任、
主任医师王应利就来跟大家聊聊，
如何应对这个“屏幕病”。

干眼症的三个罪魁祸首

干眼症，又称角结膜干燥症，是
一种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泪液蒸发
过快或泪液成分异常而导致的眼部
不适症状。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全球范围内干眼症的发病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

泪液分泌不足 可能是由于年
龄增长、内分泌失调、自身免疫性疾
病等因素导致。这些因素会影响泪
腺的正常功能，导致泪液分泌减少。

泪液蒸发过快 与长时间使用
电子设备、室内干燥、眼部化妆品使
用不当等因素有关。长时间盯着屏
幕会减少眨眼的频率，导致泪液蒸
发过快；室内干燥和眼部化妆品使
用不当也会加速泪液的蒸发。

泪液成分异常 可能是由于眼
部炎症、药物使用不当等原因导
致。这些因素会改变泪液的成分，
使其无法有效地滋润和保护眼睛。

六成“霸屏”年轻人眼干燥

据统计，我国干眼症患者约有
3.6亿人，且发病趋势日益年轻化，
甚至一些学龄前儿童也未能幸免。

王应利主任介绍说，患干眼症
的年轻人，大多从事IT、设计、文案
等需要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的工
作。这些患者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眼睛干涩、疲劳，伴有刺痛感、异物

感，有时还会出现视力模糊、畏光等
症状。

一项针对年轻上班族的调查研
究显示，在每天使用电子设备超过8
小时的人群中，干眼症的患病率高
达60%。年轻人长时间盯着屏幕，
眨眼的频率减少，导致泪液蒸发过
快，加上冬季室内干燥，空气流通不
畅，进一步加剧了干眼症的发生。
此外，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
快，缺乏足够的休息和锻炼，也容易
导致眼部疲劳和干涩，使得年轻人
成为干眼症的高发人群。

识别眼睛的求救信号

干眼症不仅会影响患者的日常
生活和工作，还可能对眼部健康造
成长期损害。干眼症患者常常感到
眼睛疲劳、干涩，严重时还会出现刺
痛感、异物感，影响阅读和书写。

此外，干眼症还可能导致视力
下降，甚至引发角膜炎、结膜炎等眼
部疾病。对于年轻人来说，干眼症
还可能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导致
焦虑、烦躁等情绪问题。

如果干眼症得不到及时有效的
治疗，可能会导致眼部疾病的进一
步发展。例如，角膜炎、结膜炎等眼
部疾病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视力问
题，甚至导致失明。

因此，一旦出现眼睛干涩、异物
感、烧灼感、畏光、视物模糊、视力波
动等这些异常信号，就应该立即引
起足够重视，并尽快前往医院进行
专业的眼科检查。

得了干眼症还有救

轻度干眼症 对于轻度的干眼
症患者，通过改善生活习惯，如减少
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注意眼部休
息、保持环境湿润等，同时配合使用
人工泪液等药物，往往能够有效缓

解症状，甚至达到治愈的效果。
中度或重度干眼症 对于中度

或重度的干眼症患者，可能需要采
取更综合的治疗措施，包括物理治
疗、药物治疗以及手术治疗等。经
过规范的治疗和长期的护理，也有
很大机会能够改善病情，逐步恢复
眼部的正常状态。

收好这份养眼秘籍

预防干眼症的关键在于改善生
活习惯和工作环境。以下是一些有
效的预防措施：

合理用眼 避免长时间连续使
用电子设备，每隔一段时间就休息一
下眼睛，眺望远方或做眼保健操。这
有助于缓解眼部疲劳和干涩。

保持室内湿润 冬季室内干燥
时，可以使用加湿器来保持室内湿
润，减少泪液蒸发。同时，注意保持
室内通风，避免空气过于干燥。

注意眼部卫生 避免用手揉眼
睛，定期清洁眼部化妆品和眼部污
垢。这有助于减少眼部感染和炎症
的风险。

调整饮食 多吃富含维生素
A、C、E等抗氧化物质的食物，如胡
萝卜、菠菜、西兰花等。这些食物有
助于保护眼部健康，减少干眼症的
发生。

增加户外活动 适当的户外活
动可以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和新陈代
谢，有助于缓解眼部疲劳和干涩。
同时，户外活动还可以让眼睛得到
充分的休息和放松。

调整屏幕亮度与色温 将电子
设备的屏幕亮度调至适宜水平，并
选择接近自然光的色温，以减少对
眼睛的刺激。

定期眼科检查 即使没有出现
干眼症的症状，也应定期进行眼科检
查，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理眼部问题。

撸猫一时爽，一直撸猫一直爽……
如今，养猫、吸猫已经成了不少年轻人
缓解压力、寻求情感慰藉的重要途径。
不过，要留神，喵星人的一抓，很有可能
带来疾病。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种由猫抓、
猫咬带来的传染性疾病——猫抓病。

八成感染者是年轻人

猫抓病是由汉赛巴尔通体病毒经猫
抓、咬后侵入人体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

猫抓病是全球性疾病，我国该病呈
逐年上升趋势，80%发病者年龄在21岁
以下，14岁以下儿童接触新获得的宠物
猫崽后发病较为多见。值得注意的是，
流浪猫该病毒感染率更高，在与流浪猫
接触时需注意安全，防止被猫抓、咬伤。

小猫爪带来的大麻烦

猫抓病的临床表现多变，以轻症居多。
红斑性丘疹 被猫抓、咬后局部出

现一至数个红斑性丘疹，疼痛不显著；
少数丘疹会变为水疱或脓疱，偶可穿破
形成小溃疡，1至3周留下短暂色素沉
着或结痂而愈合。皮损多见于手、前
臂、足、小腿、颜面、眼部等处，可因症状
轻微而被忽视。

局部淋巴结肿大 抓伤感染后1至
2周，淋巴结呈现肿大，以头颈部、腋窝、
腹股沟等处常见。初期触摸时较硬，有
轻微触痛，大小1至8厘米，部分患者淋
巴结化脓、偶尔破裂。肿大淋巴结一般
在2至4个月内自行消退，少数持续数
月；邻近甚至全身淋巴结也见肿大。

全身症状 大多有轻微发热、疲乏；

厌食、恶心、呕吐、腹痛等胃肠道症状，
伴体重减轻；头痛、脾肿大、咽喉痛及结
膜炎。结膜炎伴耳前淋巴结肿大是猫
抓病的重要特征之一。

少见表现和并发症 脑病、严重的
慢性脏器损害、关节病等。其他偶尔可
见：短暂性斑丘疹、多形红斑、血小板减
少性紫癜、腮腺肿大、多发性血管瘤和
内脏紫癜等。

脑病在临床上常表现为脑炎或脑
膜脑炎，发生于淋巴结肿大后1至6周，
患者病情一般较轻，很快能够恢复。脑
脊液中淋巴细胞及蛋白质正常或轻度
增加。重症患者的症状常持续数周，可
伴昏迷及抽搐，但多数于1至6个月完
全恢复，偶尔致残或致死。

猫抓病大多可自愈

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猫抓
病？患者有猫狗接触、抓咬史，就诊后
通过临床皮肤试验、血清验检等测出汉
赛巴尔通体即可确诊。

猫抓病多为自限性，一般2至4个
月内可自愈，治疗以对症治疗为主。淋
巴结化脓时可由医生穿刺吸脓以减轻
症状，必要时在2至3日后重复进行。
淋巴结肿大1年以上未见缩小者可考虑
进行手术摘除。

对于重症患者，如高热者、伴发脑
炎者及免疫缺陷者（HIV感染等）宜及
时采用抗生素联合治疗，临床治疗周期
通常在2周以上。

多数患者预后良好（除并发严重脑
病者），病死率＜1%。淋巴结肿大＞
5cm时，肿大常可持续1至2年。

进入冬季，随着气温的陡然下降，
打喷嚏、流鼻涕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
认为只是个小小的感冒，不能因此耽误
日常生活，仍旧照常加班、健身打卡。
殊不知，高压力的工作、高强度的运动，
可能会引发一种危险的疾病——病毒
性心肌炎。

心肌炎是感冒闹的？

由于患者常常先出现感冒症状，而
后出现胸闷、气短、胸痛等心肌炎的症
状。有的人认为，这是因为没有及时将
感冒治好，拖成了心肌炎。事实上，不
是感冒引发了心肌炎，而是病毒感染导
致发热、咳嗽等感冒症状，同时，这些病
毒也侵犯到心脏，从而引发了心肌炎。

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这
些呼吸道病毒也可能会侵入心脏，诱发
病毒性心肌炎。

能够侵袭心脏的病毒有很多，比如
常见的流感病毒、腺病毒、巨细胞病毒
等。按照全球暴发性心肌炎的平均发
病率估算，在我国14岁以上人群中，每
年有3万至5万人发生暴发性心肌炎。

“感冒”不重视可致命

病毒性心肌炎初期症状与感冒相
似，但如果治疗不及时，可能会进展为
暴发性心肌炎，甚至会危及生命安全。

轻度心肌炎早期可能没有任何症
状或仅有轻微症状，比如胸痛、气短、头
痛，以及全身酸痛、关节痛、发热、咽痛、
腹泻等。这些症状和感冒相似，很多人

以为只是得了重感冒。
这时候，如果仍然不好好休息，继

续熬夜加班、剧烈运动、从事重体力劳
动，有可能会引发暴发性心肌炎。

暴发性心肌炎是最严重、特殊且罕见
的心肌炎，病情来势凶猛，可在发病后短
时间内迅速进展为严重心力衰竭、心源性
休克，甚至短时间内造成死亡。该病病情
危重，病死率极高，既往报道暴发性心肌
炎患者住院期间病死率高达 45%至
55.6%。近年由于抢救措施的改善，患者
住院期间死亡率下降至3.7%～8.1%。

防护到位病毒不扰

避免病毒感染，预防尤为重要。关
键在于减少病毒感染的风险，并能早期
识别症状，及时就医。现在正是呼吸道
传染病高发季节，建议您做好以下4项
预防措施。

避免病毒侵入 日常应勤洗手，少
去人多拥挤的地方，家里多通风，外出
时添加防寒保暖衣物。

提高身体免疫力 优化饮食结构，
坚持规律锻炼，保证充足休息，避免过
度劳累，同时注意戒烟限酒，来提高免
疫系统的抵抗力。

感冒后运动应慎重 若感冒比较
重，有呼吸不畅、乏力等症状，不管有没
有心肌炎，最好不要进行剧烈运动。

注意身体信号 如果在感冒或其他
病毒感染后出现胸痛、心悸、极度疲劳
等症状，应立即就医检查，排除心肌炎
的可能性。

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聚焦药品医疗器械监管改革，促进
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包括提
高审评审批质效，加快临床急需药
品医疗器械审批上市等深化药品和
器械审评审批的系列改革举措。

深化药品医疗器械监管全过
程改革，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
新生态，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
药强国迈进。加大对药品医疗器
械研发创新的支持，发挥标准引领
作用，积极推广使用创新药和医疗
器械。提高审评审批质效，加快临
床急需药品医疗器械审批上市，对
符合条件的罕见病用创新药和医
疗器械减免临床试验……国务院
常务会议对深化药品和器械的审
评审批部署了系列改革举措。

业内人士认为，深化药品医疗
器械监管全过程改革旨在营造出
一个有助于创新的良好政策环
境。这里强调的“全过程”，意味着
从研发、生产、流通到使用等各个
环节都将涉及相应改革，力求构建
起完整且利于创新发展的链条，最
终助力我国在制药领域从规模上
的“大国”状态向具备核心竞争力、
高水平工艺的“强国”状态转变，提
升在全球制药产业格局中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举措中提
到“提高审评审批质效”，这主要聚
焦在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入市场前
的关键环节，减少不必要的流程冗
余、优化审评审批流程，给予审评
资源倾斜，有助于缩短产品从研发
到上市的时间周期，让那些有临床
价值的成果能更快地推向市场造
福患者。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系列改革
举措从多个维度入手，对药品和医
疗器械审评审批进行优化完善，总
体上是为了激发行业创新活力、提
高医疗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保障
人民群众能及时用上先进、有效的
药品和医疗器械。同时增强我国
医药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推动
整个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向
着制药强国稳步迈进。

一项研究显示
日常饮用咖啡与头颈癌

风险降低相关
美国犹他大学等机构参与的一个国际团队

日前发表论文说，经综合分析此前多项研究的
数据后发现，日常饮用咖啡与头颈癌患病风险
降低存在关联性。

头颈癌包括喉癌、口腔癌、舌癌以及鼻咽癌
等，是比较常见的一类癌症。近年来，有不少研
究尝试分析饮用咖啡或茶是否与这类癌症的患
病率存在关联。国际团队对此前开展的14项
头颈癌研究的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参与研究
的人就他们日常饮用普通咖啡、无咖啡因咖啡
或茶的习惯回答调查问卷。研究人员对比了其
中9548名头颈癌患者与15783名没有患癌症
的人的相关数据。

这项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癌症》上的
研究显示，与不饮用咖啡的人相比，每天饮用4
杯以上含咖啡因咖啡的人患头颈癌的几率低
17%；具体来说，患口腔癌的几率会低30%，患
喉癌的几率低22%。即使饮用无咖啡因的咖
啡，也与头颈癌患病几率降低存在关联性。

研究还发现，与不喝茶的人相比，每天饮用
1杯或更少茶的人患头颈癌的几率低9%，但每
天饮用超过1杯茶的人患头颈癌几率高8%。

不过，研究人员也表示，日常饮用咖啡或茶
的习惯所带来的健康影响非常复杂，未来还需
要更多数据和进一步分析来明确这类饮品对癌
症发病风险的影响。

数智医疗助力全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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撸猫一时爽
当心猫抓病

近日，陕西理工大学生物科学
与工程学院研究团队在洋县朱鹮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确定了
大型药用真菌隐孔菌属新物种
——秦岭隐孔菌，系全球范围内新
发现的该属第三个物种。目前，该
研究团队正在开展秦岭隐孔菌的
人工培育试验。

隐孔菌是一类珍稀大型药用真
菌，具有抗炎、抗病毒以及治疗气管
炎、哮喘等疾病功效，其药用价值已
被列入药典《新华本草纲要》。该类

群真菌的主要形态特征为子实体扁
球形，木栓质，菌盖边缘钝圆，无柄
或偶尔有柄，孢子成熟后于近基部
形成一个弓形孔口，使子实体形如
空囊。

此前，已发现的该属其它两个
物种，分别为首次报道于国内的中
华隐孔菌和北美的遮孔隐孔菌。

该团队解修超教授、王勇博士、
宋玉博士经过2年多的探寻，先后
获得4份标本，在此基础上开展了
形态学和多基因分子系统学研究。

所采集标本的子实体个头较大且菌
肉较厚，具有浓郁的芳香气味，只腐
生于马尾松树桩上，微观形态特征
和分子数据也与同属其它两个物种
区别明显。最终确认其为新物种，
并正式命名为秦岭隐孔菌。

“此前关于隐孔菌的研究主要
围绕子实体化学成分分析，分类学
研究较少。”宋玉介绍，此次秦岭隐
孔菌的发现，再次有力证明了秦巴
山区丰富的药用真菌资源及其巨大
的开发应用潜力。

陕西发现药用真菌新物种秦岭隐孔菌

本版据新华社、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