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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武汉首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AI医生
硚口“上岗”，硚口区即将成为全国第二个社区医院AI
医生全覆盖区。

2月11日上午9时30分，58岁的张女士因连续一
周咳嗽难止，来到硚口区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做CT检查，正在等待胸部CT检查结果。记者在现场
看到，该中心放射科放射主管技师姚燕秋在电脑上向
推想“AI医生”一键上传检查结果，58秒后，AI医生便
生成一份详细的诊断报告，提示肺部存在轻微炎症，3
个肺结节的具体大小、形状、密度详细呈现，并建议她
进一步观察。而在此前，每位患者等待影像诊断报告
的时间平均需要1小时。

截至当日下午5时，AI医生已在该中心为5位患
者给出诊断建议，与上级三甲医院对这5位患者的诊
断进行比较，AI医生的诊断结果准确无误。

当日，总投资400多万元的硚口推想AI强基层项
目在该中心上线试运行。推想医疗（武汉）负责人黄超
告诉记者，推想AI医生主要针对胸肺部及脑部影像
检查进行诊断，目前，硚口区其他10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正在接入系统，本月内可全部完成。届时，硚口将
成为湖北省首个社区医院AI医生全覆盖区域。此前，
全国仅北京市海淀区实现全区社区医院AI医生全
覆盖。

“这么快，诊断结果准吗？”面对张女士的疑问，正
在现场观察AI医生工作情况的黄超解释：“AI医生背
后有超强的服务器和算力支持。患者拍片后，先由AI
医生进行初步诊断，之后，由影像科医生复核、签字，
并上传至同济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把关，拥有多重
保险。”据了解，该“AI医生”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批准的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系“持证上岗”。

“以前做完检查至少要30分钟才能拿到结果，现
在1分钟就拿到诊断，真是太方便了！”张女士对AI医
生的体验感很好。

说起这位特殊的“新同事”，姚燕秋深有感触：“以
前我们每天要审阅大量影像资料，工作强度很大。现
在有了AI医生辅助，诊断效率提高了，压力也减轻了
不少。”

在AI医生“上岗”之前，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影像诊断工作完全依靠人工。AI辅助诊断系统
基于海量医学影像数据和深度学习算法，能够快速识
别病灶，提供精准的诊断建议。该中心副主任徐飞坦
言，“现在，AI医生就像我们的‘第二双眼睛’，帮助我
们更快速、更准确地完成诊断工作”。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遍缺少医学影像人才，而
AI医生的引入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硚口区卫生健
康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硚口区所有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都将上线推想AI医生，实现基层医疗影像诊
断的智能化全覆盖。这是推动分级诊疗、提升基层医
疗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之一。

余丹夏 葛蓉 郁平

“糖友”热水袋取暖致
12处烫伤险截肢

医生：“糖友”避免使用局部取暖设备

武汉晚报讯（记者王恺凝 通讯员刘姗姗）六旬
“糖友”将热水袋放进被窝取暖，没想到一觉醒来双
下肢及足部多达12处被烫出水泡，拖延十余天后严
重溃烂，险些截肢。幸运的是，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糖
尿病足专病中心，多学科团队及时介入，多技术“组
合拳”成功帮患者保肢。

家住汉口的陈师傅（化姓）患有糖尿病十余年，
长期血糖控制不佳。前段时间，由于天气寒冷，老伴
担心他晚上睡觉时脚冷，便为他准备了热水袋。陈师
傅睡觉时将双脚放在热水袋上，当时感觉温度尚可，
便迷迷糊糊睡去。然而，次日清晨醒来，他发现双下
肢及双脚被烫出了大量水泡，但自己却没有明显的
痛感，只是简单擦药处理。之后他发现烫伤处不仅没
有愈合的迹象，反而开始溃烂、发黑，情况愈发严重，
辗转多家医院后，最终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糖尿病
足专病中心。

医生仔细检查发现，他的双下肢及足部多达12
处烫伤，最大创面达6cm×3cm，溃烂严重，且感染
十分严重，烫伤程度属于三度至四度烫伤，深至骨膜
和肌腱。经过医生诊断，确诊为糖尿病足，合并糖尿
病周围神经病变，治疗难度极大，存在截肢风险。为
了帮助患者保肢，多学科专家团队全面评估他的病
情及下肢血管条件，制定了个体化分阶段治疗方案。
首先严格控制血糖，为后续治疗奠定基础，随后由创
伤外科对创面进行了彻底清创，清除坏死组织，再采
用负压引流技术，促进创面新鲜肉芽组织的形成。考
虑到患者小腿大面积皮肤缺损，近日，创伤外科与内
分泌科专家团队协作，又从大腿处取皮瓣进行移植，
经过5个小时奋战，成功填补修复双下肢的缺损部
位。术后，患者皮瓣成活良好，避免了截肢。

该院内分泌科、糖尿病足专病中心王中京主任
介绍，每到冬季，因取暖不当被烫伤，进而引发糖尿
病足的患者并不在少数。糖尿病患者由于多伴有周
围神经病变，神经末梢比较迟钝，对疼痛和温度的感
知不敏感。如果长时间使用热水袋、暖宝宝这类直接
接触皮肤的取暖物品，很容易在浑然不觉中发生低
温烫伤。低温烫伤初期症状可能并不明显，但实际上
损伤深度往往较大，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危害不容小
觑，一旦处理不当，伤口严重溃烂，长时间无法愈合，
甚至可能面临截肢。

专家提醒，冬季糖尿病患者最好使用空调、地暖
等提高室内整体温度的取暖方式，尽量避免使用热
水袋、电热取暖器等局部取暖设备，防止因低温烫伤
诱发糖尿病足。

武汉晚报讯（记者王恺凝 通讯员田娟）日
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机
接口研究获得新进展。一项基于运动想象的多模
态脑机接口康复研究项目，获得医学伦理委员会
批准，并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与国家医学研
究院登记备案。该项目现已面向社会招募符合条
件的脑卒中患者，参与本研究的受试者将能免费
使用无创的多模态脑机接口用于上肢运动功能
康复；并免费获得专科医生针对病情的评估和康
复指导。该项目旨在探索无创脑机接口技术在出
血性卒中患者上肢功能康复中的应用效果。

出血性卒中，即脑出血，在中国卒中患者中
占比高达20%～30%。其病情发展迅速，致命性
高且预后差，是全球卒中负担较重的疾病之一。
尽管常规内科、外科治疗手段在不断更新，但许
多患者仍面临长期功能障碍的困扰。据统计，约
15%的患者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常伴有不同程度
肢体功能、言语功能、感知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存质量。

项目负责人、同济医院神经内科教授唐洲平
介绍，脑机接口（BCI）是一种直接连接大脑与外
部设备的技术，通过直接提取大脑活动信号控制
外部设备，实现大脑和外部环境直接通讯，这项
技术能够为运动功能缺失但思维正常的病患提
供一种新的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方式。

研究发现，运动想象能够激活与真实运动相
似的脑区，促进神经可塑性。基于运动想象的多
模态脑机接口技术，通过捕捉大脑的电生理信号
并解码，帮助患者恢复肢体运动功能。这一技术
在于“解码”大脑意图，实现人与机器的无缝
沟通。

唐洲平说，脑机接口技术在脑出血康复中的
应用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其潜力巨大。未来，我
们将看到更加精准、个性化的脑机接口设备，能
够更好地适应不同患者的需求，为脑出血康复提
供更全面、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时，随着技术的
进步，脑机接口在神经科学领域的应用将不断拓
展，为人类理解大脑、治疗神经疾病开辟更多
可能。

据悉，此次招募条件包括：年龄＞18岁且＜
70岁，性别不限；首次发病，诊断为出血性卒中
（脑出血），符合《中国各类主要脑血管病诊断要
点2019》中出血性卒中的定义，病程2天—2月；
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MSE）评分≥24分；病人能
完成运动想象任务，运动想象问卷（MIQ）评分≥
25分；没有肌肉、骨骼和其他影响上肢运动功能
的神经系统疾病，如患肢骨折、周围神经病、肌肉
损伤等；没有明确的其他认知障碍病史，如阿尔
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最终入组和排除标准由
研究医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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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钟就能作出诊断，结果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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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想医疗（武汉）工作人员指导姚燕秋使用AI医
生系统。 余丹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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