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姬薇

赛博宠物消解孤单、脑机辅助深度睡眠、

人造肌肉纤维给予温暖拥抱，在 9 月 5 日至 7
日于上海举行的“2024Inclusion·外滩大会”

上，20多个AI助手大放异彩，全方位展示未来

的智能生活，其中“未来健康”板块颇受关注。

AI助手陪看诊、预约居家护理

在“AI 健康管家”展台，记者看到，人们

可以体验 AI识药盒、读报告、测毛发、抑郁自

测等家庭健康服务。体验者拍下药盒并上

传，AI 助手能详细列出药品主治病症，并给

出相关资料链接。

“AI 健康管家”工作人员宇周向记者介

绍，目前，该款 AI 聚合了国内超 3600 家医院

的数字化服务，可在 1000多家医疗机构内为

患者提供就医陪诊服务。

当用户有就医需求时，“AI健康管家”还

会根据用户意图，从超 90万名医生中推荐合

适的医生，其中 70%来自三甲医院。据介绍，

该款 AI 助手可为用户提供找医生、陪看诊、

问医保、管健康等 30 余项服务，识别 80%的

百姓常用药品。

在展区模拟医院环境中，浙江的数字健

康人“安诊儿”正在陪一位“患者”就诊。就诊

前，它能根据病情和患者评价推荐医生、提供

在线问诊、预约挂号等服务。就诊中能为患

者规划路线、提醒叫号、查报告、进行医保支

付等，就诊后还能提醒患者复诊配药，并帮助

预约居家护理。

记者从展会上了解到，新兴数字技术也

正在融入中医药发展的全链条各环节，基于

名、老中医经验的中医智能辅助诊疗系统正

在临床发挥作用。

“一个 80 岁的老中医看了 50 年临床，积

累了 100 多万的临床数据，形成了他对人体

的生理、病理、模型的认知，这就是老中医经

验。”南京大经中医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

人李文友介绍，通过技术把老中医的临床数

据进行训练，形成基于名老中医经验的中医

智能辅助诊疗系统。

让医疗健康服务“一触即达”

找好医院、看好医生，是大众普遍的就医

诉求。近年来，AI在医疗服务体系支持与重

塑、优质资源扩容和分配等方面展现出巨大

潜力。

以业内首个医疗服务智能体“安诊儿”为

例，截至目前，该智能体已经服务了浙江超

1000家医疗机构，近 500万人次。

北大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韬是首个在支

付宝开通智能体助理的医生。在他看来，智能

体就像医生的AI助手，满足了患者信息咨询、

慢病管理、报告解读等需求，提升患者就医体

验的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医疗资源挤兑问题。

李文友说，从 2015 年至今，约 30 家省级

以上的中医院、600家等级医院、1.2万多家基

层医疗机构在用中医智能辅助诊疗系统，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

人民卫生出版社副总编辑杨晋表示，如

今医疗 AI作为科技与医疗深度融合的产物，

正逐步让医疗健康服务变得一触即达。AI
技术支持下的远程医疗和医疗援助，使得优

质医疗资源可以跨越地域限制覆盖到边缘地

区。此外，智能健康监测与管理，对于慢性病

患者和老年人群健康发挥了良好的监督检测

作用。AI助力医药研发与临床实践，大大缩

短了药物研发的周期，降低了研发的成本。

学习和甄别是AI助手要突破的难关

“AI 健康管家”是支付宝发布的 AI 应用

新产品。支付宝副总裁、数字医疗健康事业

部总经理张俊杰介绍，在 AI 技术介入前，就

医服务功能较为零散。如今，诸多碎片化服

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串联，我们希望“AI
健康管家”能扮演好健康咨询师、就医陪诊师

和医生助手 3个角色。

多年来，李文友和他的团队将名老中医

优势病种的诊疗经验，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

行总结传承，形成知识图谱，并运用到辅助诊

疗系统中。

李文友认为，名老中医经验的形成类似

AI模型训练过程，因此可以用 AI技术传承名

老中医的经验。“我们做的一个江苏省科技厅

的重点研发计划，就是将江苏省中医院两个

国医大师、两个全国名中医的 4 年临床数据

做了挖掘，形成人工智能，供基层合作工作室

的医生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泌尿

科执行主任潘家骅表示，期待通过专科智能

体的建设和训练，让智能体更像真人医生的

诊疗思路和诊断水平，从专科层面为基层医

疗机构赋能。

潘家骅还认为，如果把医院的诊疗看作

1 的话，目前 AI 能达到的问诊水平或处理的

准确率还是 0.4 左右，与实习医生差不多，比

全科医生差一些，比普通的专科医生、住院医

生差更多，无法在临床上使用。

北大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宋俊贤则认

为，AI和医生应该是队友，AI的记忆力好，能

掌握更多的客观知识、临床知识、临床指南，

但其在融会贯通，以及通过综合知识得出结

论方面仍比较差，这是目前 AI机器人或者 AI
智能体尚未解决的问题，这是人类医生和 AI
医生最大的差别。

“人类医生有临床经验，能在不断诊疗病人

过程中去学习和做甄别，这可能是 AI未来要

解决的一个重要的客观的问题。”宋俊贤说。

阅 读 提 示
医疗 AI 作为科技与医疗深度融合

的产物，让医疗健康服务变得一触即达，

可提供的服务包括推荐医生、在线问诊、

预约挂号、就医路线规划、查报告、提醒

患者复诊配药等。

在外滩大会上，健康管家、数字健康人等智能体展示了“未来健康”的智能生活——

找医生、会陪诊，医疗AI让看病“一触即达”？

服贸会上的健康卫生新体验
9月12日，在服贸会首钢园区的健康卫生服务专区，一名参观者在体验一款人体运

动能力评估系统。
9月 12日，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主题为“全球服务 互惠

共享”。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安徽：让中医药文化走近更多年轻人
本报讯（记者陈华）9月 7日，安徽省中医药宣传周启动仪

式暨华佗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主题活动在亳州市建安文化广

场举行。现场，一些中药茶饮产品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注意

力。据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借助这些既“养生”又“养胃”的

中医药饮品，中医药文化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

当天的活动现场设置了中医药文化表演、名医义诊、中医

药文化展览、中医特色技术体验、中药展示、中医药趣味体验、

中药茶饮体验、非遗传统医药展示等 8个专题区域，市民和游

客在品尝中药养生茶饮的同时，还能猜灯谜、赢礼品，体验耳

穴、刮痧、中医号脉等，沉浸式感受中医药的魅力。而现场占据

多数的年轻人表明，中医药文化正在“圈粉”更多的青年群体。

据了解，安徽省中医药管理局、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连续 5
年举办中医药宣传周活动。活动期间，安徽省及 16地市同期

举办系列活动，通过中医药夜市、中医药健康文化进校园、名医

义诊、中医药特色疗法体验、道地药材展览等多种形式，为百姓

提供一次全新的健康养生体验，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

习和了解中医药知识。

慢火车变身“流动诊疗室”
每月 4次送健康进大山

本报讯（记者毛浓曦 通讯员焦键 师润润 李垚）9月 11
日，在被誉为“秦岭最美小慢车”的 6063 次火车上，一场义诊

活动火热开展。来自陕西省宝鸡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宝鸡市中

医院的眼科、神经内科、泌尿胸外科、中医科等科室的 9 名医

生在车厢内为山区老乡提供医疗咨询和初步检查服务。

6063/4次列车是公益性慢火车，横跨陕甘川 3省，沿途 33
个车站逢站必停。为助力山区健康事业发展，提升沿线山区

旅客出行体验，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客运段联

合宝鸡市第二人民医院、宝鸡市中医院开展“6063 次公益慢

火车‘流动医疗室’送健康进大山”活动。当日，共有 31 名旅

客在车上接受医生的专业检查和诊治。

据悉，为让更多的山区百姓享受到“列车义诊”服务，自当

日起，每月 11 日、12 日、21 日、22 日，6063/4 次列车上将开展

免费义诊活动，重点对脑卒中、急性心梗、白内障、风湿病等沿

线乡民常见病症进行诊治。

2024山东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田国垒）9月 12日，2024山东国际大健康产

业博览会暨山东国际大健康产业发展大会在济南开幕。本届

博览会为期 3天，设置了产品展览展示、学术交流、新品发布、

签约采购等环节。此次大健康产业发展大会设置了医疗器

械、医养健康、健康医疗大数据技术应用、中医药及生物医药

等 9大板块，展现了大健康全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应用，实

现了大健康产业从源头到终端整条产业链的全面覆盖。

此次大健康产业发展大会围绕“主动健康，拥抱美好生

活”理念，展示了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产品，还专门开

设了体质监测仪、细胞健康管理服务、慢性病调理服务、亚健

康管理服务等咨询服务内容，与会者现场体验健康检测、健康

指标解读等项目，推动主动健康科学理念融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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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面、压皮、包馅、放进模具内按压成

型……中秋佳节，山东烟台的 90后女孩李雪

莉专门在某平台上找了一个“月饼 DIY”活

动，到烘焙店体验制作月饼的乐趣。

一套步骤完成后，一个花纹精美的广式

月饼脱模而出，再加以烘烤，很快色泽饱满、

香气四溢的月饼便正式出炉。“中秋节是我们

的传统节日，月饼代表团圆，我准备把自己亲

手做的月饼和家人朋友分享，一起享受大团

圆的味道。”李雪莉成就感满满地说。

中秋节不仅承载着人们对团圆的美好

期盼，也传承着绵延千年的文化记忆与情感

认同。做月饼、看花灯、逛集市、来一次赏月

游……记者了解到，今年中秋节，不少市民游

客选择在游乐中话中秋、品节俗，度团圆佳节。

“中式夜游”成中秋消费亮点

今年中秋 3 天假期，根据各大旅游平台

发布的中秋假期旅游预测报告，赏月、游园等

深度体验历史文化的“中式夜游”成为今年中

秋假期的文旅消费亮点。各大城市的夜游

船、园林古镇、集市等成为游客赏月的热门聚

集地。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中秋节当晚的“赏月

航班”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 3倍，各平台

结合不同城市特点为用户推荐的“赏月酒店”

也成为关注焦点。

“旅行社方面已经针对中秋节制定了详

细的接待方案，从济南出发，中秋假期旅行热

度最高的目的地包括北京、上海、苏州等，其

中，苏州中秋旅游团热度涨幅较高，品蟹赏

月、苏州园林游很受游客青睐。”山东济南一

旅行社工作人员介绍，与之前相比，今年中秋

节旅游线路的规划不再停留在吃喝玩乐上，

更多的是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当地文化、节日

习俗的魅力。

短途赏月游成为一些人的出游首选。家

住福建泉州的吴先生告诉记者，他们选择全

家一起自驾到平潭岛玩两天，酒店和中秋海

鲜大餐都是提前订好的。“在海滩上，一家人

一起赏月，别有一番滋味。”

一些宝藏的小众旅游城市在中秋节假期

也颇受欢迎。湖北武汉一旅行社推出了“月

圆中秋 诗意满旅途”安徽 3 日游项目，目的

地设定在安徽池州、铜陵两座城市。

该旅行社导游刘先生向记者介绍，此次

带领游客去往蓬莱仙洞、犁桥水镇、大通古镇

等景点，在诗意满满的徽派风格中进行一场

沉浸式文化体验。“这次多加入了一些本地的

特色节日元素，例如，安排游客观赏中秋灯光

秀、非遗打铁花等表演。”刘先生说。

多地推出文旅精彩活动

游客得以在畅游中感受浓厚的中秋文化

氛围，离不开各地各景点的精心安排，为广大

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纷呈的文旅大餐。

记者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北京市属公

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推出科普研学、红色

教育、非遗展示、互动体验等多类主题游园活

动。颐和园将推出第 23届桂花文化展；香山

公园、紫竹院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等举办汉

服游园、妆造巡演及曲艺民乐、文艺演出；北

海公园、景山公园、陶然亭公园等特别推出晚

间赏月活动；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

北京动物园等打造秋韵文化市集。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北京市属公园及中

国园林博物馆在中秋游园活动中增加了对

传统文化的解读，融入“邂逅桂花”“节气识

色”“彩画零距离”等研学项目，让游客市民

在游园中品鉴颐和园桂花典故、天坛古建传

统工艺等，了解名园历史，感悟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

在四川成都，富含中秋文化意韵的创意

活动也不断上新。成都文旅精心策划“月满

锦官城·中秋在成都——到成都街头走一走”

主题活动，推出“5+5+N”城市文旅活动，即

秦皇湖 2024成都非遗生活季、天府双塔月亮

上写诗、杜甫草堂中秋诗会等 5大重点场景，

中秋主题音乐会、中秋美术馆之夜等 5 大重

点活动和 N 个城市配套活动，邀请市民游客

在特色场景中沉浸式游玩，在一系列精彩活

动中领略佳节成都的“人间烟火三千年”。

中秋文化活动“圈粉”外国友人

节日期间，制作团扇、竹编灯笼、兔子剪

纸等非遗手工项目也广受市民游客欢迎。北

京南锣鼓巷步行街的一位手工坊店主告诉记

者，今年中秋节，“国风”式新玩法在年轻人中

流行开来，店里为此专门推出了彩绘灯笼等

一系列限定活动，并安排专业老师现场指导

教学，吸引了不少亲子、闺蜜、情侣前去体验，

还成为一些公司的团建项目。

与古人来一场中秋雅集、制作一件精美

的中秋伴手礼、在元宇宙中放飞孔明灯……

在上海博物馆东馆，“中秋·手工坊”热闹开

张，人们在此体验古风簪花手作、竹丝灯笼手

作，探寻中式美学的魅力；在北京民俗博物

馆，市民游客品尝桂花茶，与身着兔儿爷服装

的人偶互动拍照，在猜灯谜中感受节日的热

闹氛围。

另外，近年来，随着中华文化“破圈”出

海，中国传统节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愈发广

泛。不少在华外国友人对中秋节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热情加入到中秋文化活动的体验中。

24 岁的留学生比伯来自巴基斯坦，是北

京语言大学国际中文学院的大一学生。2023
年，他在父亲的鼓励下来到中国。比伯告诉

记者，中秋节假期，他与留学生同学一起出门

赏月、看花灯、转市集，感受中秋节的氛围。

“我对制作月饼也很有兴趣。我知道中

国的中秋节意味着团圆美满，这与巴基斯坦

一些节日的内涵是相通的。”比伯说。

此外，记者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入境游

热度依然不减。携程旅行数据显示，入境酒

店的搜索热度较去年中秋假期增长近 20%。

阅 读 提 示
做月饼、看花灯、逛集市、来一次赏月

游……今年中秋节，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在

游乐中话中秋、品节俗，度团圆佳节。

手工制作月饼、海滩赏月、体验特色民俗、沉浸式游园——

“百花齐放”奇妙游，多地中秋文化韵味浓

澜沧江源头，自驾游热门地
澜沧江源北源之一布当曲与干流扎曲的交汇处泾渭分明，一些游客自驾到该处赏景

游玩。
澜沧江起源于中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流经西藏和云南两省区，从西双版纳出

境后被称为湄公河，并先后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５国，干流全长 4880公
里，流域面积81万平方公里。布当曲与干流扎曲交汇处杂多县，是著名的国际河流澜沧
江-湄公河的发源地，这里风景优美，引众多游人前往。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带团进店购物，导游返现提成

北京公布9起旅游市场违法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赖志凯）近日，北京市场监管局公布了北京

一旅行社虚假宣传售卖环球影城门票被罚 8万元；书签、明信

片蹭“清华、北大”商标，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被罚 3000元；带

团进店购物给旅行社、导游返现提成被罚 15 万元等 9 个旅游

市场违法典型案例。

虚假宣传售卖北京环球影城门票，虚假宣传青少年南极

科考活动，工艺品店公开售卖侵权文具……近期，北京市市场

监管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开展了旅游市场专项执法检查

行动，聚焦旅游行业涉及的景区、餐饮、住宿、娱乐、购物等环

节。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提示，一些不法经营者利用

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推销旅游产品，存在非法招徕、虚假宣传、

不实承诺、擅自转团和网络引流、微信交易等突出问题。游客

到京后，被动地签订合同，行程中增加购物和自费等问题。

游客切勿轻易相信网上旅游札记、旅游攻略、跟帖感言、

评论区留言等招徕信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在线旅游平台和

信誉好、资质齐全的旅行社选择旅游产品，并在平台上进行交

易和签订合同。

中秋节前海南文旅复工复产率达90%
本报讯（记者赖书闻）9月 12日，海南省省旅文厅召开全

省旅文系统复工复产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指出中秋节前全

省文旅复工复产率要达到 90%，国庆节前实现全部复工复产。

据了解，“摩羯”台风灾害发生后，海南北部地区受损主体

约 1065 个。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于 9 月 8 日制定印发

《“摩羯”灾后恢复生产行动计划》，指导受灾严重市县的旅游、

文化、体育、广电等行业单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经过各方大力支援、生产自救、行业互助，截至 9月 12日，

全 省 旅 文 行 业 受 损 主 体 中 已 经 恢 复 运 营 897 个 ，复 工 率

84.51%，较 9 月 10 日提升了 28 个百分点。其中，旅游景区景

点已经恢复正常运营 56 个；酒店旅馆已经恢复正常运营 561
个；民宿已经恢复正常运营 54 个；椰级乡村旅游点已经恢复

正常运营 79 个；文化体育类主体已经恢复正常运营 76 个；广

播电视类（包括村级广播等）主体已经全部恢复正常运营；文

物类主体已经恢复正常运营 53个。

沈阳中秋旅游热度攀升
本报讯（记者刘旭 通讯员李健源）诗意浪漫的皎洁圆

月，珠璧交辉的非遗华章，古今兼容的城市风貌……近日，

2024央视中秋晚会宣传片发布，作为晚会主会场的辽宁沈阳

丁香湖，近来也成为来沈游客的热门打卡点。

一家在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中秋节假期前后，沈阳中秋

假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环比上涨 56%。“沈阳中秋夜游”相关

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98%。也有数据显示，赏月游、赏花游、观

灯会、逛庙会等传统习俗相关的玩法备受青睐，热度同比去年

增长约 60%。亲子乐园游、汉服旅拍、轻奢酒店团圆饭、跟着

演出去旅行等玩法增幅明显。

记者在一些旅行服务平台看到，遨游于万米高空共赏明

月的赏月航班，也成为今年沈阳中秋旅游消费亮点。中秋节

当晚的“赏月航班”相关搜索热度大幅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