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术”超过年轻医生
经过不断训练的“人工

智能医生”，“眼睛”“耳朵”
“大脑”日益发达，涉及病种
越来越多、领域越来越宽

如今，人工智能早已不再是科幻
小说中的专有名词，它已经突破了从

“不能用、不好用”到“可以用”的技
术拐点，进入了爆发式增长的时期。
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已可以快速诊
断疾病、做手术、开展健康监测等。
2018 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
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
意见》，明确提出推进“互联网+”人
工智能应用服务。这意味着“人工智
能+医疗”将实质性地改变人们的就
医模式，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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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菜中的草酸在烹饪加热过程中
会大量减少，不必担心会产生结石

■孕妇也不必忌讳吃菠菜，因为菠
菜中除了含有草酸，还含有叶酸

■吃菠菜补铁效果并不好，因为菠
菜中所含的铁是非血红素铁，人体对这
种铁的吸收利用率很低

有人说，菠菜不能和豆腐一起吃，
吃了“菠菜豆腐汤”会长结石。因为菠
菜富含草酸，豆腐富含钙，草酸与钙结
合产生草酸钙沉淀，所以吃菠菜豆腐容

易在体内形成结石。
菠菜中的草酸确实与结石的形成有

关，但结石的形成不是简单的相加。结
石形成的关键还要看“原料”是否充
足、比例是否合适。菠菜中的草酸在烹
饪加热过程中会大量减少，不必担心会
产生结石。科学实验显示，菠菜在开水
中焯60秒，可以去除80%的草酸。

大豆也是草酸含量比较高的食物，
不过在制成豆腐等豆制品时，草酸已所
剩无几了。豆腐在制作时要添加氯化镁
（卤水）或硫酸钙（石膏），这个过程不
仅减少了草酸，钙和镁的含量也大幅度
上升。有调查表明，镁对于预防肾结石

十分有利。钙是结石形成的另一重要物
质，所以有人认为“豆腐不能配菠菜”。
事实上，豆腐中的钙也是有利于预防结
石的物质。研究发现，食物中的钙能够
与草酸结合，从而减少人体对草酸的吸
收，起到预防肾结石的作用。

还有人说，菠菜能补铁，缺铁的人
应该多吃菠菜。这一说法有没有科学依
据呢？

吃菠菜补铁效果并不好，因为菠菜
中所含的铁是非血红素铁，人体对这种
铁的吸收利用率很低。膳食中的铁分为
血红素铁和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容易
被人体吸收，主要存在于动物红肉、肝

脏血液中；植物性食物还有豆类、谷
类、蛋类中，一般都是非血红素铁，不
容易被人体吸收。对比来说，动物性食
物总血红素铁的吸收率有 10分的话，
植物性食物中铁的吸收率还不到1分，
只有零点几分，相差十几倍。

菠菜中铁的吸收率，理论上比其他植
物性食物中非血红素铁的吸收率更低，因
为草酸等物质会影响铁的吸收，再说菠菜
的含铁量在蔬菜中也并不算高。所以，菠
菜补铁效果并不好，没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吃菠菜不必有忌讳，不管搭
配豆腐还是其他食物，都是可以的。虽
说菠菜补铁效果不理想，但它富含维生
素C，维生素C对于铁的吸收具有促进
作用，而且菠菜本身味道也不错。烹饪
菠菜时，应先在水中焯一下，这样就完
全不必顾虑草酸的问题了。孕妇也不必
忌讳吃菠菜，因为菠菜中除了含有草
酸，还含有叶酸。 （据《人民日报》）

会“看”影像，会“读”病历，会“动”手术，会“做”检查，
还会给出临床诊断建议；“医术”超过年轻医生，一些
领域能与资深医生比肩。它，就是“人工智能医生”。

跟人类医生一样，“人工智能医生”也是通过望、
闻、听等手段看病。

以肺部结节为例，小到1毫米的病灶，阅片医生需
要一张张看CT影像图片来找，并推断出大小、密度。
资深阅片医生平均10分钟读1张，大型医院每天片子超
过10万张，阅片医生的工作紧张而繁重。如今，一些医
院开始引入人工智能系统筛查，阅片时间降至1分半。

“人工智能医生”不仅效率很高，在诊病方面更加精
细、全面。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由
依图医疗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不仅可以检测肺结节病
灶，还能对病灶性状进行多维度描述，包括大小、体
积、密度、CT值，结节表征可涵盖6种常见的良恶性征
象——分叶、毛刺、胸膜凹陷、空洞、空泡、钙化。阿
里健康开发的系统则将周边病症一起筛查，包括肺道
泡、动脉硬化、淋巴带化、肺密度增高、索条等。

人工智能装上“眼睛”，可以阅读标准化的图像，
筛查出病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临
床考验了这名“人工智能医生”，发现其检出率达
95.78%，误报率却仅有2.63%。2018年，该院60名影
像科医生通过AI系统判读影像病例超过了15万份。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医生”还能查食管癌、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结直肠肿瘤、乳腺癌等疾病，甚至还可
以查儿童骨龄，技术水平不亚于资深医生。

人工智能还有灵敏的“耳朵”。在安徽省合肥市庐
阳区，科大讯飞智医助理已于2018年在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上岗，在医患交流过程中，智医助理通过大数据和智能
语音技术，生成并自动提取病历，医生还可查询相似病
例、临床指南以及对症药品。目前，该系统已完成7000余
人次的辅助诊断建议。

最近，“人工智能医生”还装上了“大脑”。在广州
妇儿中心，人工智能系统学会“读懂”病历，然后像人
类医生一样，给出诊断。医生将患者主诉、症状、个人
疾病史、检查检验结果、影像学检查结果、用药情况等
信息输入病历文本，系统自动将自由病历文本转换成规
范化、标准化和结构化的数据。人工智能系统“读懂”
病历后，再给出诊断结果。

“人工智能医生”诊断准确率高吗？以呼吸系统疾
病为例，该人工智能对上呼吸道疾病和下呼吸道疾病的
诊断准确率分别为89%和87%，对不同类型哮喘的诊断
准确率在83%到97%之间。

经过不断训练的“人工智能医生”，“眼睛”“耳朵”“大
脑”日益发达，涉及病种越来越多、领域越来越宽，包括临
床助理、辅助诊疗、医学影像、基因检测、健康管理等。

医生长本事，一靠医学专业院校学习，二靠临床经验
积累。“人工智能医生”靠什么？靠海量数据、云计算能力。

“吃”完数据之后，经过不断训练临床思维，系统就可以像
人类医生一样看病了。

“吃”了海量数据后，机器不仅可以当医生，而且可以
做科研、教学、管理等，帮助医生和医院提升科研水
平，提高诊疗能力。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依图医疗纳入该院2009年
至今收治的肺癌患者的全维度脱敏临床数据，打通临床
门诊、住院、病历、病理等多个系统数据，建立了国内
首个肺癌临床科研智能病种库。有了这个病种库，医院
多个与肺癌诊疗相关的科室研究能力大大提升，其他医
联体机构也受益匪浅。

阿里健康人工智能医疗升级到了2.0版本，除了临
床，还有文本科研、影像科研平台功能，提供虚拟病
人、VR模拟手术用于教学。

在河南郏县任庄村卫生室，记者看到了微医人工智
能辅诊系统——全科辅助诊疗系统、悬壶台中医智能诊
疗系统。村医张巧芬简单输入患者的基本症状、病史
等，马上就能看到相关危重病、常见病可能提示。“我
们平时很少接触到危重病，但心里还是担心万一误诊
了，会耽误村民治疗。”

据介绍，这一全科辅助诊疗系统通过学习超过500
万份文献、千万份病历和健康档案，目前已覆盖2000
多个病种、5000多个症状，命中率达到90%。悬壶台
中医智能诊疗系统累计辅助开方量已超过200万张。

“基层医生服务能力不强，人工智能辅助诊疗能弥
补资源不足的问题，提升医生服务水平。”中国社科院人
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陈秋霖认为，
医疗人工智能可以提高医疗诊断的精准程度，也可以替
代一些高精尖手术中的操作，还可以在一些医疗服务中
替代部分人力资源，从而降低医疗费用。

人工智能学习的数据从临床来，还得转换成结构化
格式，然后做出模型，按照临床诊疗思维训练、学习，
算出结果。数据是关键，各个学科数据的标准化程度，
影响着人工智能的应用程度。

依图医疗总裁倪浩告诉记者，医疗数据不标准是一
个普遍性的问题。虽然影像是标准化较好的一批数据，
但不同医院还是差别很大。各个医院设备不一样，数据
维度也不一样。高质量的数据非常少见，需要花费更多
的算法，先将数据结构化才能使用。

2018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副院长宁光带领团队与阿里健康人工智能实验
室共同研发“瑞宁助糖”人工智能医生。在推进过程中，宁
光也发现了数据的问题，如标准数据缺乏，疾病诊断标准
不统一，随访数据散落在各个医院，数据普适性较差等。

数据标准化程度与学科成熟程度、诊断所需外部条
件有关。比如影像领域从起步就是统一标准，数字化发
展程度也比较高；皮肤科诊断比较依赖于图片和视频识
别病灶等等，这些学科人工智能发展较快。

人工智能医用，是否会代替医生？可以肯定，目前
还不会。

2017年，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规划提出，“开发人
机协同的手术机器人、智能诊疗助手”“研发人机协同临
床智能诊疗方案”。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只是医生的助手。

一些人工智能研发人员提出，只有了解医生的心理
和临床思维，让人工智能学会这种思维，才是真正的医
疗人工智能。然而，这个难点似乎不好突破。

“我对完全由机器来进行诊断，持一定的怀疑态
度，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因为医疗并不只是诊断和
治疗，还涉及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医生对患
者的安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陈秋霖说。

未来，“人工智能医生”也许与人类医生一起上岗
工作。记者体验了这种服务模式。在北京影像云平台
上，人工智能系统对基层医院上传的30名患者近9000
张肺结节CT影像进行智能检测和识别，将第一轮筛查
出的疑似结节标记出来，作为辅助诊断结果，提供给4
名放射科医生进行审查。医生审查后认为可以采纳，即
对报告签字。

在这种新的服务模式中，仍由医生来做最终决策。
一些临床医生表示：首先必须确保人工智能产品技术过
硬，给出合理的诊断建议；其次还要进行培训，转变观
念，适应新的服务模式。医生的认可和引导，将提高患
者对人工智能系统的信任度。

目前，医疗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还面临问题。“医
疗各个领域数据没有互联互通，最后形成的只是数据
大，而不是大数据。医疗人工智能既需要医疗人才，也
需要人工智能人才。目前，发展比较好的企业或者非常
好的一些项目，都由这两方面的人才来推进。”陈秋霖
说，因涉及个人隐私的保护，有必要界定医疗数据的产
权，产权清晰有利于实现互联互通。

可以预见，未来人类将离不开“人工智能医生”。
那时的医疗不再是“排队医疗”，而是“秒医疗”“精准
医疗”“个性医疗”。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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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5颗樱桃核就会中毒谣言一

常吃臭豆腐易患肝癌谣言二

玩偶镎元素超标致孩子脸部溃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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撩拨情绪的谣言蠢蠢欲动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一些
博人眼球、撩拨情绪的谣言也蠢
蠢欲动，遗祸人间。比如，食用
樱桃核中毒、化疗杀人已被实践
证明、臭豆腐导致肝癌……这些

与健康相关的谣言，年年辟、年
年传，给公众带来极大困扰。为
此，我们刨根问底、还原真相，
让这些耸人听闻的谣言失去生存
的土壤。

早春时节，樱桃总会早早地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带来春
的气息和甜美。最近，一则“女
子食用5颗樱桃，咬破樱桃核被
毒晕”的消息在网上传播，更有
甚者说食用5颗樱桃核就会带来
致命的威胁。那么，甜美的樱桃
我们还能放心吃吗？万一不小心
吃下樱桃核会不会中毒呢？

“蔷薇科植物如樱桃、杏、
桃、李、枇杷的种子里含有微量
氰苷，吃下去和胃酸反应可生成
有毒性的氢氰酸，轻则使人恶心
呕吐，重则致人呼吸衰竭、昏迷
甚至死亡。但每颗樱桃核里氰苷
含量极低，5颗樱桃核仁根本不
可能导致人体中毒。” 中国农业
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
教授朱毅解释说，要想导致中毒
要一次吃上好几斤樱桃核，但樱
桃核仁又小又苦涩，没人会一次
吃上几斤。况且，人们也不会放
着甜美的樱桃果肉不吃而去吃樱
桃核，所以中毒的几率很小。

对于消费者来说，只要不是
刻意去嚼果核里的种子，吃水果

导致氰苷中毒的可能性几乎不存
在。朱毅提醒说，比樱桃核仁
更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苦杏
仁氰苷含量高，吃十几颗、几
十颗就可能中毒。当然，甜杏
仁可以放心吃，吃着苦的核仁
最好都不要吃。

朱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新
闻报道中那位吃了5个樱桃核仁
中毒的成年人，可能是因为采摘
品尝的是公园里的观赏樱桃，而
不是以食用为目的的樱桃，因此
不排除是农残导致的中毒，直接
将樱桃核定为元凶不大科学。

“上述事件也给大家提了个醒，
路边果实不要随便采摘品尝，因
为你不知道在遇到它之前，这果
实究竟经历了什么。”

那么，桃饱杏伤人、李子树
下埋死人的说法，是否也适用于
同属蔷薇科的樱桃呢？“古人认
为饮食要有节，水果虽香甜，也
要有个度，不贪多、不饱食。”
朱毅说，按照膳食指南推荐量，
樱桃一天食用量不超过八两，就
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

最近，一位28岁女孩因为
吃臭豆腐患肝癌离世的消息在网
上传播，引起人们广泛关注。该
文指出，这个姑娘生活习惯还算
不错，从来不喝酒，可她却偏爱
一种小吃——臭豆腐，不管在哪
儿，只要路过看见了，总要买上
一大份趁热吃掉。

这让不少人吓了一跳，吃臭
豆腐真的可以导致肝癌吗？“臭豆
腐是中国传统的发酵食品，有增
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从营养
学、毒理学、肿瘤流行病学的角度
分析，臭豆腐都不会增加罹患癌
症的风险。”朱毅告诉记者，近年
来，因为不法商贩没有耐心等待
豆腐自然发酵成臭豆腐，不择手
段非法添加，毁了臭豆腐的清誉，
导致致癌说广为传播。

“非法添加物有可能产生致
癌的风险，但癌症和安全合格的

臭豆腐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喜欢
食用臭豆腐的公众可以选择合格
产品继续享用。”朱毅说，肝癌
的致病因素也是多方面的，该文
把肝癌的致病因素归结为食用臭
豆腐有些牵强。

而最新的流行病学调研表
明，无论是以臭豆腐干而闻名的
南京、长沙，还是喜食臭豆腐的
上海、北京、武汉、天津等城
市，当地的肝癌发病率并没有显
著上升。

“路边摊炸制的臭豆腐，生
产者大多为三无小作坊，生产环
境、制作过程都混乱无序，而且
用来炸制臭豆腐的油也是反复使
用的千锅油。”因此，朱毅提醒
公众，较之于规范生产的臭豆
腐，路边摊的臭豆腐安全风险
高，烹饪方式也不健康，还是少
食用为好。

近日，一篇题为 《警惕！
孩子做客拿了亲戚小玩偶，当
晚回家脸部溃烂变巨丑！》的文
章在网上广为流传。文章称，
当晚小孩从亲戚家拿回了一个
玩偶，未料玩偶镎元素超标，
随后孩子出现“脸部溃烂、括
约肌萎缩、食欲不振等症状”。
该文还煞有介事地提醒，请家
长们务必让孩子远离此类玩
具，以免酿成悲剧。

乍看之下，确实有些惊悚。
然而，经查证这一消息早在3年
前就在网上盛传，近期不过是老
梗翻新后再度刷了一波流量。对
此，多地辟谣平台予以驳斥。

文中提到的“镎”，是一种
放射性化学元素，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埃德温·麦克
米伦和艾贝尔森于1940年在伯
克利首次合成镎元素，镎的发
现揭开了超铀元素领域的面
纱。镎溶于盐酸，在50℃时可
与氢作用生成氢化物。但镎在

自然界中几乎不存在，因此，
一般人不可能接触到，镎元素
也不可能被用到玩具的生产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网文
中，作者留了几个较为明显的漏
洞，不无调侃、恶搞的意思，实
为一篇讽刺熊孩子的钓鱼帖。比
如，介绍镎元素时称，“第一批
研究该元素的学者正是因为用手
拿了一下便死于非命，为了纪念
这些科学先烈，学界将这种元素
命名为镎。”此外，文中还称镎
既是用于制造美国队长盾牌的

“振金”，还是《加勒比海盗》里
受诅咒的金币的原料。然而，这
些都是电影中虚构的故事情节，
与现实混为一谈，其真实性可见
一斑。

石化企业相关人士指出，
镎元素不会存在于玩具中，因
为该元素只能通过核反应生
成，是属于被严格管制、被隔
离于人们生活圈的物质。

（据《科技日报》）

谣言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