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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问诊或让看病变得简单高效

中工网：AI似乎让看病这一曾让许多人烦扰的问题

变得简单高效。例如，把一个月的血糖数据输入 Deep-

Seek，只需几分钟，它就能在大量繁杂数据中迅速分析出

未来趋势，并给出下阶段的治疗方案，比人工复诊大大节

省时间。这样足不出户、短短几分钟的医疗体验，击穿了

传统医疗场景中“候诊三小时，问诊三分钟”的痛点。

事实上，AI作为辅助工具，早已运用于医疗实践中，

但其提供的医疗建议一直被视为辅助信息。一个直观的

理由，AI无法为患者负责。

未来，AI或许将承担起初筛分诊、数据监测、病历管

理等烦琐且耗时的基础工作，医生的时间和精力被释

放，他们能够专注于更加个性化、复杂的治疗方案设计，

以及与患者的深度沟通。从这个角度看，医疗AI的真正

价值并不在于简单地替代医生，而是在于如何与医疗专

业人员协同工作，共同构建一个更加高效、精准的诊疗

体系。

或加剧医患间的互不信任

解放日报：从诸多网友的亲身经历来看，掌握身体状

况数据往往是先决条件，而取得这些数据，依然有赖于传

统医疗中的体检项目。

好医生的价值，在于能从患者东一句西一句的唠叨里

抓重点：患者最近总失眠，他能联想到是不是甲亢；患者抱

怨吃不下饭，会注意到可能是肝出了问题。如果把这些只

言片语输入AI，得到的可能只是泛泛而谈的回应。这种基

于经验累积的临床直觉，仍是当前AI系统的技术盲区。AI

也无法模拟人类医师眼睛，捕捉到转瞬即逝的情绪波动。

看病不是解题，医学的本质是“人的科学”，这是AI难以突

破的伦理维度。患者得了癌症，医生会考虑要不要告诉实

情；孕妇保胎时，大夫知道什么时候该说宽心话。这些需

要人情世故的判断，AI根本学不会。

另一个普遍担忧，则是DeepSeek将会加剧医患之间的

互不信任。有患者使用DeepSeek查询后，质疑医生的治疗

方案，一定程度上也在消解患者对医生的信任。

禁用AI开处方是一味“清醒剂”

川观新闻：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严禁互联网

医院使用人工智能（AI）自动生成处方。对火热的AI医疗

应用而言，此举不啻一味“清醒剂”。

从辅助诊断到智能问诊，目前 AI 技术在医疗领域

的应用风生水起。然而，医疗行业，关乎生命，容不得

半点差池，当 AI 的手伸向处方这一关乎患者生命安全

的领域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因为，处方不仅仅是

几行字、几种药，它背后承载的是医生的专业判断、患

者的个体差异以及复杂的病情变化。AI 再聪明，也难

以完全替代医生的责任心和全面细致的判断和人文关

怀。

国家2年前就已出台《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

明确规定处方应由接诊医师本人开具，严禁使用人工智

能等自动生成处方。严禁AI开处方，并非对技术的否定，

而是提醒我们，科技的发展必须以保障患者安全为前提，

不能为了追求效率而忽视医疗的本质。

观点加点料加点料

新闻事件：最近，有网友讲述自己的看病经历：就医前夜，他在DeepSeek里输入自己的症状，短短几分钟，AI就给出病

因并开出“药方”。第二天在医院面诊后，医生开出的药方与AI竟然一致。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AI闯入医疗行业，似乎

正在对传统的诊疗方式进行“洗牌”。患者带着DeepSeek前去问诊，到底是喜是忧？

DeepSeek问诊开处方，靠谱吗？

热点聚焦聚焦 民生热议热议

高校聘兼职教师，打开教育改革新思路
新闻事件：日前，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普通本

科高校产业兼职教师管理办法》，鼓励高校聘请行业专家

等担任兼职教师，这一举措激起层层涟漪，为我国高等教

育的产教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红网：长期以来，高校教育与产业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程

度的脱节。高校的人才培养往往侧重于理论知识，而对学

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相对不足。这导致不少高校

毕业生进入职场后，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来适应工作岗位的

要求。而行业专家、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长期活跃

在产业一线，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最新的行业动态知识，

他们的加入将为高校课堂带来“新鲜血液”。

兼职教师们可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设计，让课程

设置更贴合产业需求。在实践课程教学中，也能将实际

项目案例带入课堂，使学生接触到真实的工作场景，从而

提升实践能力。在协助指导毕业论文（设计）时，能引导

学生关注行业前沿问题，增强论文的实用性和创新性。

对于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而言，兼职教师与专职教师

的协同合作，也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方式。双方联合

开展教学项目建设、科技项目攻关，有利于高校教师更好

地了解产业需求，提升实践教学能力，进而培养出更多高

素质应用型人才。

在当前科技飞速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这

一政策对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意义深远。国家建设

急需大量复合型、创新型人才，高校兼职教师对于促进高

校教育教学、实训实践、科研创新融合作用显著，是顺应

时代需求的有力举措。

当然，政策的落地实施还需要高校、企业和兼职教师

三方共同努力。高校要完善聘请办法，加强聘任管理；企

业要积极支持人才聘请，强化管理激励；兼职教师要认真

履行职责，为学生成长和高校发展贡献力量。

鼓励高校聘请兼职教师的政策是一次具有前瞻性的

教育改革尝试。它为高校人才培养打开了新的思路，为

产教融合搭建了更坚实的桥梁。期待它在未来结出累累

硕果，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和经济社会迈向新的高度。

新闻事件：广东一公司员工陈某积极参加单位体检，

结果显示肺部“未见异常”，不料一年半后被确诊癌症晚

期。近日，广州天河人民法院公布了这起案件判决结果，

体检机构因漏诊被判赔偿陈某13.7万元。

广州日报：体检的目的就是预防疾病、发现疾病，让

体检者做到早预防、早治疗。如果体检机构不负责任、操

作不规范等原因导致漏诊、误诊，会对体检消费者造成误

导、耽误病情等，起到反作用。

体检行为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但也属于医疗行

为范畴，医务人员要尽好诊疗注意义务。《健康体检管理

暂行规定》明确：医疗机构开展健康体检应当严格遵守有

关规定和规范，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健康体检的质量。民

法典则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

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现实是，类似漏诊导致体检者病情被延误的案例屡

见不鲜，暴露了一些体检机构存在某些顽疾。如一些体

检机构把公司体检当成“走过场”，对此不够重视，这也是

造成漏诊的重要原因。还有一些医疗机构违规办理健康

证，体检程序更是如同虚设。

类似案例屡屡发生，给健康体检行业再次敲响警

钟。让类似事件不再发生，不仅要对失职的体检机构进

行追惩，也要下好监管“先手棋”，倒逼其自身做好“体

检”。同时还需防范一些体检机构、医疗机构以体检之名

开展过度诊疗、以走过场式体检违规办理健康证等行为，

对此类伤害体检行业形象与权威性的违规行为，要依法

依规追责问责，使相关机构及其人员不敢越雷池一步。

当前，广大群众已经渐渐形成了定期体检的共识。若体

检变成“花架子”，恐怕其“防未病”的功能将大打折扣。

为此，体检机构必须扛起职责，以专业性立足，确保体检

质量。体检者也要增强防范意识、维权意识，以较真的精

神通过法律渠道及时维权。

漏诊被判赔，体检机构应引以为戒

媒体观点观点

“带娃进厂”合适吗？

本期话题：近日，江苏某机械厂内，一位宝妈将幼

子带至车间上班，面对老师傅“这是机械厂，不是托儿

所”的多次劝阻，她反问：“我不带谁来带？”这场争执

引发网友热议。

媒体谈

四川日报：机械厂的生产环境对儿童安全构成威

胁，老师傅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涉事宝妈的回应，

也反映出现实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

0—3 岁婴幼儿入托率不足 6%，远低于发达国家 30%

至50%的水平，加上“隔代育儿”因人口流动产生的断

层，迫使部分女性不得不将孩子带进职场。但矛盾并

非无解。近期，重庆、江西、内蒙古等地探索推出的

“妈妈岗”模式，为破解困局提供了新思路。据媒体消

息，重庆荣昌区20余家企业推出上千个弹性岗位，允

许宝妈“早九晚五”灵活上下班；鄂尔多斯市妇联联合

企业，要求“妈妈岗”必须签订正规劳动合同，保障三

期（孕期、产期、哺乳期）权益。

解决“带娃上班”问题需三方合力：政府加快普惠

托育建设，企业开发适配岗位，家庭增强风险意识。

当类似于“妈妈岗”的创新举措从区域试点走向全国

推广，当托育服务成为大众普遍消费，当企业安全生

产监管长出“牙齿”，这场安全与托育的博弈才可能迎

来真正破局。

网友说

*川**：“带娃进厂”折射出当代职场妈妈群体在生

计与育儿之间挣扎的现实困境。

言*：宝妈带孩子上班，既影响了工作效率，也未

能妥善照顾好孩子。作为监护人应优先考虑孩子的

安全，不应将孩子置于有安全隐患的环境中。无论

出于何种理由，都不应以牺牲安全为代价去追求经

济利益。

*鱼：没有哪位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一个舒

适的环境中成长，也没有人不清楚带孩子进厂的潜在

危险。

*玲：有人建议可以请老人帮忙照看，或者送孩子

去托儿所，这些建议固然不错，但对于那些家中没有

老人帮忙，也无力承担托儿所费用的家庭来说，现实

却并不允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