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正势不可挡地落
地应用于各行各业，数据密集
的医疗领域自然成为人工智能
落地应用“重镇”，如“人工智
能+制药”“人工智能+医疗影
像”“人工智能医学仿真系统”
等。业内专家指出，人工智能
正在改变制药流程，提升了药
物研发效率，政策的助力也推
动“人工智能+医疗”进入快车
道；同时，面对当前行业面临的
诸多挑战，各方仍需携手共同
探索解决之道。

“人工智能+医疗”驶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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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制药结合不断提速

今年下半年，医药巨头
辉瑞和礼来均宣布首次设
立首席人工智能官，这一岗
位的设立，表明人工智能被
提升到公司最高管理层级
别。两家公司一个被称作

“宇宙药企”，一个则是全球
市值最高药企，可以说代表
着全球制药业在战略上的
最新动向。

那么，人工智能到底如
何改变了制药流程？

星亢原联合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刘帆介绍，人工智
能技术在传统制药中的应

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药
物靶点的发现和识别、药物
分子设计、临床开发和临床
转化方案的优化。“其中，第
二阶段数据最丰富，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也更成熟。”

前不久，人工智能制药
领头企业英矽智能对外宣布，
其一款人工智能药物取得积
极结果，数据显示出良好的
安全性和剂量依赖性的药效
趋势，这也成为全球首个人
工智能药物概念验证案例。

星亢原介绍了其在药
物分子设计与优化方面的

进展，目前公司已搭建了由
“人工智能+生物物理+高
通量”三大要素组成的创新
药物研发平台。“我们希望
用创新技术和平台去解决
制药领域的‘老大难’问题，
即‘不可成药’靶点的成药
问题”，刘帆介绍，公司进展
最快的一个产品管线于今
年年底在美国食品药品管
理局进行临床试验申报，这
是一款针对实体瘤的肿瘤
免疫靶点，是星亢原利用人
工智能计算筛选蛋白进而
实现成药的一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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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落地医疗场景势头强劲

当前，人工智能与医疗结合的领域广泛，不仅限
于制药相关场景。

“随着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的发展，其在医疗
领域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我们目前聚焦的数
字医学仿真技术，就是将一些元宇宙的技术与医学方
面的应用相结合，提升医生、护士以及仪器操作人员
的培训效率，改善目前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差的现状。”
复旦大学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立华表示。

“2019 年全国每千名儿童儿科医生数仅为 0.63，
2021年儿童儿科医生仅占全国总医师数的3.2%。”张
立华表示，其研究的标准化儿童患者模型，可基于虚
实结合的模拟方案构建标准化儿童患者模型，搭建高
保真模拟诊疗系统，实现基层儿科医生的规范化、规
模化，以及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的客观评估。

森亿医疗致力于医疗的数据化和智能化。“虽然
中国沉淀了全球最庞大的医疗数据，但很多数据未经
标准化处理，或者仍是孤岛，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并不
好用，甚至不可用。”公司首席技术官殷嘉珩介绍，公
司与医院传统信息系统进行对接，并通过医学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进行处理，实现了对已有病历信息进行识
别、处理和标准化。

从政策端来看，人工智能与医疗的结合也已进入
快车道。今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联合发布《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
景参考指引》，聚焦“人工智能﹢”与医疗服务管理、基
层公卫服务、健康产业发展、医学教学科研相结合的
四大领域，明确医学影像智能辅助诊断等84个细分领
域的基本概念和应用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落地医疗领域还面临很
多挑战。张立华表示，目前在医院等机构中，很多医
疗数据的沉淀尚未完全开放，解决医疗数据的安全共
享问题需要加速。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医疗健康委员会秘书
长吴旭日表示，需要关注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领域时
的法律和伦理风险。“不论是在制药领域、诊疗领域，
还是在器械领域，未来人工智能的应用都存在数据合
规性、敏感个人信息的保护问题；在伦理方面，目前业
界关于算法偏见、算法黑箱等问题也多有讨论。此
外，人工智能应用于不同场景的法律风险也值得关
注，比如，智能诊疗中的处方权问题、手术机器人的限
制性使用问题。总体来看，人工智能技术仍在不断发
展中，监管部门、法律从业机构等需要直面挑战，不断
发现人工智能医疗应用场景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推
进立法完善。” （据《经济参考报》）

在人工智能引领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下，
药物研发效率大大提升。
英矽智能联合首席执行官
任峰曾表示，人工智能技术
的应用使得某些药物分子
的研发较传统方式用时缩
短了三分之二，研发费用只
有行业平均研发费用的十
分之一。平均来看，在没有
人工智能支持的情况下，新
药研发管线的成功率通常
低于 5%，而人工智能的引
入可以将这一数字提高 3
至5倍。

回顾这些年，人工智能
制药领域不论是资本市场
表现，还是管线推进，都经
历了起起伏伏的发展。

英矽智能高级业务拓
展总监王珏坦言，在很多
药物研发实际场景中，尤
其是在具备较好的数据基
础的环节，人工智能已经
实现了非常好的落地。但
是，由于药物研发链条长、
涉及数据种类多，想要通

过人工智能完成药物研发
“端到端”的系统性提升，
目前仍非常具有挑战。

前 路 漫 漫 亦 灿 灿 。
2024 年诺贝尔三大科学奖
项中，两大奖项与人工智能
研究相关。同样也是在今
年，一家人工智能领域新锐
公司推出了一款能够生成
新型蛋白质的里程碑人工
智能模型，利用这一模型，
研究团队生成了一种新型
绿色荧光蛋白。

在海通证券投行委医
疗健康行业组负责人王莉
看来，这些成果的发布对于
投资界来说是相当大的鼓
舞。“新型绿色荧光蛋白需
要 5 亿年的进化才能自然
发生，而这家人工智能领域
新锐公司成立于 2023 年。
这让我们感到，人工智能与
医疗行业的结合迎来了真
正的第二波浪潮，一些底层
逻辑开始在真正意义上进
行兑现，而不再是讲故事。”

王莉表示，其团队在七

八年前就开始关注人工智
能与医疗场景的结合。起
初，人工智能应用的场景更
多是人员的替代、效率的提
升。“但在这些场景中，人工
智能作为一种工具产生的
价值一直是被打问号的，大
家也在怀疑人工智能在这
些场景中是否有落地的必
要性。后来，我们将目光聚
焦在人工智能与制药的结
合领域，在这一应用场景
中，人工智能并不是在提升
人员效率，而是在提升时间
效率和资金效率上发挥作
用。我们期待人工智能是
一种颠覆性的存在，能够改
变行业发展逻辑，而这也是
它的价值魅力所在。”

可以看到，相较于海
外，国内人工智能制药行业
起步较晚，但其追赶势头强
劲。2021 年是国内人工智
能制药的创业高峰，共有27
家公司在这一年创立。今
年6月，晶泰科技正式在港
交所挂牌上市。

研发效率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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