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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看待人工智能在医学影像中的作用

萧毅&刘士远

#摘要$

!

人工智能"

*0

#近年来发展迅猛&对各行各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
*0

在医疗行业的

应用有了众多的进展&

*0

技术确实到了一个能够在医疗上逐步实现应用的阶段&但是也不能过度神话'

现在的
*0

技术在医学的应用还处于初级阶段&距离临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正

确认识(客观对待&才能促进医学影像
*0

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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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近年来发展

迅猛!从
0V> a?EOA4

在一个知识类的电视节目上击

败人类冠军!到
*B

P

J?TA

击败围棋世界冠军!现在几

乎各行各业都快速进入了一个
*0

为王的时代%人工

智能在医疗的应用更是涉及了医学影像)疾病风险预

测)药物研发)健康管理)医疗机器人等等领域%

人工智能的概念和层次

!%)&

年在著名的达特茅斯会议上首次提出.人工

智能/这一概念!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的正式诞生'

!

(

%

人工智能是研究计算机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

行为的学科!涉及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哲学和语言学

等!已成为一门广泛交叉的新兴前沿学科'

,+$

(

%经过近

#"

年的多次热潮和寒冬!随着算法)算力和大数据的

发展!人工智能尤其是机器学习的算法迅速发展!其中

深度学习作为机器学习中的一个领域发展迅猛%卷积

神经网络#

3A4ZABQE6A4?B4FQD?B4FEUAD5

!

8HH

$或循

环神经网络#

DF3QDDF4E4FQD?B4FEUAD@

!

(HH

$!结合现

在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大数据训练出来的模型!在某些

领域达到甚至超越了人类专家的水平!让人惊叹不

已'

9

(

%

人工智能按照实现的能力可以分为
$

个层次&

!

弱人工智能#

?DE6R636?B4?DDAU64EFBB6

N

F43F

!

*H0

$!擅长

于单个方面或任务的人工智能*

"

强人工智能#

?DE6R6+

36?B

N

F4FD?B64EFBB6

N

F43F

!

*T0

$!是指在各方面都能模

仿人类甚至和人类比肩的人工智能*

#

超人工智能

#

?DE6R636?BOQ

P

FD64EFBB6

N

F43F

!

*70

$是指牛津哲学家及

知名人工智能思想家
H635VAOEDA<

定义的.在几乎所

有领域都比最聪明的人类大脑都聪明很多的人工智

能!包括科学创新)通识和社交技能/

'

)

(

%由此看来!目

前
*0

技术比如下棋)人机对话)人脸识别)医疗影像

识别!都属于.弱/人工智能!即便有些
*0

程序或者机

器人在某个方面超越人类非常多!比如下围棋!它也只

是执行一个闭环的任务!本身并不能像人一样全方位

的思考!也没有意识%

目前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进展

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理解及大数据存

储等关键技术的突破带来了人工智能技术新一轮的发

展!而这些技术的发展已经推动了以数据)知识)脑力

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医疗产业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对于身体健康的意识

也越发强烈*与此同时!人们面临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药物研制周期长)费用高!医务人员培养成本高等问

题!都给
*0

的发展带来了社会需求和机遇%

*0

可以快速且不间断的读取海量文献!拥有最全

面的基础知识和最新进展!结合.学习/专家医生的医

疗知识!模拟医生的思维和诊断推理!从而可以给出可

靠诊断和治疗方案建议'

&

(

%智能诊疗场景也给
*0

在

智能健康管理上的应用提供了可能!可以实现风险识

别)虚拟护士)精神健康)在线问诊)健康干预以及基于

各种医疗数据的健康管理等'

#

(

%

*0

技术在计算机视觉上的发展!尤其是深度神经

网络的应用!使
*0

在视觉领域达到了新的高度'

-

(

%

有的
*0

产品可以不需通过数据和逻辑得出结论!只

需根据患者的面容)心率)呼吸等状况迅速反应出疾病

的类型!这种能力已经很接近人类医生'

%

(

%

计算机视觉基于图像识别!可以将医学影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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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获取有意义的信息%通过数据量的日积月

累!能力指数级提升!有望为精准诊断提供极大的帮

助'

!"

(

%

,"!&

年!+

L*>*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美国加州大

学的
TQBOJ?4

团队的文章'

!!

(

!描述了人工智能在
!"

万多张视网膜眼底照片中进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诊

断!并将其诊断结果与
)9

位持有医生执照的眼科医

师)资深住院医师进行比较!最终结果是
*0

的敏感性

及特异性均高于人类的诊断成绩单%

,"!#

年!荷兰内梅亨大学
VF

2

4AD6@

教授的团队

在+

L*>*

,杂志发表的相关研究表明'

!,

(

!在评估乳腺

癌患者腋窝淋巴结有无少量癌细胞扩散方面!人工智

能的表现要优于病理医师用显微镜的常规做法!尽管

其结果还不能完全代替病理学家!但已经大大提高了

诊断效果%

,"!-

年!发表在+

X?43FE/43ABA

NS

,上的一项研究

首次证实!人工智能可以处理医学图像以提取生物学

和临床信息'

!$

(

!通过设计算法并将其开发用于分析

8;

扫描图像!研究者们创建了一组放射学特征!该特

征定义了肿瘤的淋巴细胞浸润水平!并提供了患者免

疫治疗功效的预测评分%

国内近两年
*0

研究如火如荼!各个器官疾病诊

断的模型都有研究和尝试!基于深度学习的
*0

应用

目前已经覆盖病灶检测)病理诊断)放疗规划和术后预

测等各临床阶 段'

!9+!&

(

%其中基于
=

线的肺部筛查)乳

腺钼靶筛查'

!#+!-

(

*基于
8;

影像的肺结节检测模型'

!9

(

显示出较好的临床使用潜力%冠心病的智能化诊断模

型也已经在一些医院落地'

!%

(

%甚至部分已经成为临

床工作中医生不可分割的好帮手%以肺结节为例!

*0

算法模型能自动分割胸腔区域!快速准确定位疑似肺

结节的病灶!从大数据集学习所得到的算法模型可以

避免主观偏差!虽然部分模型筛选的结果中包含了一

些假阳性结节!但明显降低了假阴性的发生!大大减轻

了影像科医师的工作量'

!"

(

%除此之外!

*0

算法模型

不仅能提取肺结节的位置形态信息!还能进一步提供

肺结节分类#实性)亚实性及钙化等$乃至肿瘤良恶性

分级等一些决策意见供医师参考%

医疗行业需要人工智能'但不能过度神话

,"!-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RAA@?4@

@DQ

N

?@<646OED?E6A4

!

M.*

$已经批准了世界人工智能

医疗设备
0.̀+.(

!该设备可以在没有医生帮助的情

况下诊断疾病%

0.̀+.(

自此成为了第一个获得
M.*

批准进行独立检测而不需要医生解释结果的人工智能

设备%

0.̀+.(

类
*0

产品的批准通过!意味着不仅仅

是让普通人可以更方便自主的完成常规诊断!同时还

极大的节约了社会成本!因此很多业内人士都认为!

*0

诊断爆炸时代已然来临%这同样也是
*0

应用的一

个重要的里程碑%

,"!#

年
-

月
$!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

8M.*

$发布了新版+医疗器械分类目录,!新+分类目

录,对原来的
9$

个子目录做了大量精简)优化!调整为

,,

个!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新的分类目录特别增

加了与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相对应的类别'

,"

(

%相关法

规)准入制度的更改!表明在深度学习越来越风靡的高

科技行业中!

*0

在辅助医生进行诊断与拟定治疗方案

等方面的应用日渐普及%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是国内还

是国外!未来的几年内将会有大量
*0

诊断系统通过

审批!越来越多
*0

医疗应用在国内外落地%

*0

技术确实到了一个能够在医疗上实现应用的

阶段!而且表现可圈可点!但是也不能过度神话%目

前!有些宣传为了吸引眼球进行夸大!貌似
*0

无所不

能!很快可以替代人类医生%但现在的
*0

技术在医

学的应用还处于非常初级阶段!远远没有达到能自主

学习分析的强人工智能水平%夸大的宣传只会误导政

府和公众!透支行业发展潜力!不利于
*0

的有序健康

发展%

现阶段!人工智能更多是围绕某单一影像任务研

发解决方案!在单一任务方面人工智能有明显优势%

但诊断"分类也仅仅是人工智能医学影像应用场景中

的一小部分!医学影像临床工作交织着多种不同任务%

除了医学影像的分类#诊断$上!研究者还需继续探索

人工智能技术在医学影像检测#发现异常$)分割#量化

测量$)配准#随访跟踪$中的应用%人工智能也不止应

用于影像分析!深度神经网络能就不同模态的信息#如

文本)语音$产出有价值的应用成果!应该对医院全数

据链进行完整分析!并嵌入到医疗流程中!这样才能最

终生产出更加有意义的人工智能模型%

现有模型的鲁棒性和有效性也还有待于更加客观

的检验%各个企业用于训练的数据集质量参差不齐!

导致产品性能不稳定!大范围的推广受到一定的制约!

需要进一步提高产品普适性%各个企业的数据模型的

诊断效果多为自我评价!具体的评估过程是未知的!评

估指标不统一!需要第三方公正平台对各个数据模型

进行评价!保证产品质量%

此外!值得大家深思的是人工智能是目的!实现这

一目的的技术有很多种!深度学习只是其中一种技术%

现在深度学习或者深度神经网络的快速发展俨然成了

人工智能的化身!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在医学影像

领域中有很多种类的问题和场景!并不是所有的场景

需要用深度学习的技术去实现!也并不是所有的场景

都适合用深度学习技术去实现!我们应该注重的是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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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了目标问题去使用技术!使用各种最适合的技

术%切忌为了深度学习而深度学习!为了蹭热度舍本

逐末地消耗人力物力去做可以用简单技术或者传统技

术解决的问题%

人工智能在医疗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0

技术可以帮助医生做大量重复性的劳动!提高

工作效率!改变医生的工作模式!提供更加精准的预后

判断%哈佛大学医学院病理系教授
TAB@F4

博士说&

.人工智能可能正是病理医师所期待的%医疗卫生行

业出现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成本下降)可以获得数字化

图像!这些都在助力数字病理的成功%就像人工智能

之前的电镜)免疫组化)分子诊断一样!病理医师被取

代的风险极低%但其工作模式可能会改变!病理医师

对患者诊疗的贡献仍将十分关键'

,!

(

/%

让机器先实现人类医生的专业水平!从而帮助医

生去做一些重复性工作!让医生有更多的精力解决更

多疑难问题!积累更多经验!而新的经验和知识又会传

递给
*0

!以此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和生态%所以在

当下!

*0

的一个重要作用并不是解决疑难杂症!解决

高精尖问题!而是在临床最需要的领域!用机器来把好

的医生经验复制到医疗资源缺乏的地区去%

*0

技术

可以为.基础薄弱)人才缺失/的基层地区提高诊断率)

进而缓解三甲医院的就诊压力%

人工智能技术还应该能够提供肉眼难以识别的疾

病特征!使得医生能够使用
*0

成像来识别位于身体

任何部位的肿瘤的生物现象!而无需进行活组织检查%

还可以在疾病诊断)预后判断)疗效评估)用药指南)疾

病随访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真正融入到医疗的每

一个环节!人机协作!共同为人类的健康做出应有的贡

献%

总之!人工智能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给医学影

像带来可见的变化!改变着我们的工作效率和流程%

虽然目前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不能为医生分担大

部分工作!但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弱人工智能过渡

到强人工智能时代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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