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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全球约50%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生在中
国，其中近85%的患者在确诊时为中晚期。实行有效
的筛查和早诊早治是降低消化道恶性肿瘤死亡率、提
高生存率和生存质量的重要手段。消化内镜（本文主
要指胃镜和大肠镜）检查是早期发现消化道肿瘤的必
要手段。但因视野所限，检查“盲区”较多，图像
质量有时不高，内镜医师水平参差不齐，消化内镜漏
检、漏诊现象较多。虽然目前国内各大教学医院已有
较为完善的内镜医师进修体系，但这主要是针对中高
年资内镜医师的“水平再提升”；针对低年资消化内
镜初学者的教学多采用高年资医师“传帮带”的传统
模式，缺乏稳定、标准化内镜教学系统，影响了内镜
检查的质量，增加了漏诊率、误诊率。因此，加强对
低年资内镜医师的标准化教学，保证高水平、规范化
的检查操作是减少漏诊，提高早期癌筛查率的重要前
提。

一、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参与消
化内镜教学领域的可行性

人工智能是指由人制造出来的机器所表现出来的
智能，它包括六大核心技术：深度学习、神经语言程
序学、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视频技术、物联网。AI
研究的目的是开发各种像人类一样具有某种思考能力
的软件，配合电子计算机超高速的计算能力和超大的
储存容量，支持或辅助人类完成各种任务。国务院于
2017年7月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
提出了面向2030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
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部署构筑我国
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
界科技强国。其中将智能医疗作为重点任务之一，提

出推广应用人工智能治疗新模式新手段，建立快速精
准的智能医疗体系。近年来，随着相关技术的飞速发
展，全国各大医院正积极开展人工智能相关研究与合
作项目，众多三甲医院已经启动智能诊疗助手、智能
诊疗方案以及智能影像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试点和
临床试验工作，积极推动了医疗资源的下沉，为释放
基层医疗潜能，缓解就诊压力打下坚实的工作基础。

在科学研究方面，随着医学数据集的扩增，硬
件设备的提升，人工智能算法的不断优化改进，人工
智能技术及算法在医学研究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
Science、Nature、GUT等顶级刊物及顶级会议的发表交
流，引发了AI医学研究的热潮。目前，人工智能在医
学影像分析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肺结节辨识以
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诊断，而在消化道内镜下肿瘤诊
疗，特别是胃肠道早期癌筛查方面仍属于研究探索阶
段。分析原因，这与消化道组织结构的复杂性、消化
内镜学习困难性相对较高、初学者水平参差不齐、训
练长期性均有一定关系。基于上述背景，结合三级甲
等教学医院在消化道肿瘤诊治方面的病源优势及诊疗
特色，联合人工智能领域领先技术公司，开发基于计
算机辅助的消化内镜检查质量控制系统，并将之运用
到低年资初学者的教学培训中，对消化内镜的教学以
及后期的标准化诊疗显得尤为重要。

二、人工智能参与消化内镜教学的具体应用
笔者所在单位消化内镜中心联合工程师自主研

发了胃镜AI辅助诊断模型，即深度学习模型，该模型
使得胃镜初学者能达到在高年资医生指导下操作相同
的效果，不遗漏病灶。此外，该模型还可以在多位初
学者之间建立标准化指控，最大限度减少初学者间的

摘要：消化内镜操作技术是消化内科医师医学教育中新的挑战，技术要求较高。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
及算法在医学研究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开发基于计算机辅助的消化内镜检查质量控制系统，并将之运用到低
年资消化内镜医师的教学培训中，一方面能够指导消化内镜初学者进行规范化操作，另一方面能够提高病灶检
出率、降低漏诊率，有利于消化内镜检查的质量控制。技术教学方式的转变有助于初学者尽快规范掌握该项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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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差异。具体研究内容方面，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首先，由高年资消化内镜医师，基于国际公认的内镜
检查规范，并结合临床诊察需求，确定检查操作中标
准顺序流程以及规范图像采集点位；其次，消化内科
医师整理内镜消化内镜检查影像数据，并使用标注工
具，对内镜检查规范点位图像的辨识与标注；再次，
人工智能技术人员开发算法从医生标注的数据提取检
查关键点位特征，以及学习检查操作中标准顺序的序
列信息，并开发消化内镜检查质量控制演示系统，实
现计算机对低年资内镜医师检查操作的实时监测以及
辅助提示，完成整个内镜教学质控过程；最后，开展
前瞻性随机对照教学实验，并进行基于不同年资医师
的分组实验，对人工技能技术是否有助于提高内镜教
学过程中低年资医师的检查水平，以及提高医院内镜
检查质量等的效果进行定量定性评估。

可喜的是，本单位初期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
结果表明，人工智能辅助内镜标准化质控教学系统可
显著缩短初学者操作达标所需要时间，操作标准化评
分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初步研究结果更进一步证明了
人工智能在胃肠镜教学中有广阔的前景。

三、问题与展望
智能化消化内镜的时代正在不断向前发展，虽然

深度学习已经在CT诊断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识别上
取得突破，但是消化内镜影像的多样性、易受干扰性
和成像特殊性都是消化内镜教学智能化道路上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此外，教学对象的技术水平、学习能力
差异也会对实验有一定干扰。同其他新兴技术的开展

和推广一样，消化内镜的智能化离不开大量高质量临
床试验的开展，这也是消化内镜医师和消化内镜事业
的机遇。紧紧抓住这一契机，推进人工智能在消化内
镜教学中的应用，将会有力地提升消化内镜科研实力
和基层消化内镜诊疗水平，是消化内镜未来的重要发
展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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