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觉它变聪明了，给它提供的
病情信息越多，它给的建议就更精
准。会思考了，还挺有意思的。”25岁
的杨先生因为感冒咳嗽来到江南大
学附属医院就诊，用上了医院新上线
的华佗GPT--R1-32B智诊大模型，

“丝滑”完成了咨询、分诊，并通过系
统答复实现一键跳转挂号。

2月28日，江南大学附属医院联
合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无锡创新中
心正式上线了华佗GPT--R1-32B
智诊大模型，开启全新线上智能导诊
服务，该模式是医院在华佗GPT的基
础上再部署DeepSeek-R1后完成
的服务升级，使江南大学附属医院成
为省内少数具备“医疗大模型+面向
患者的医疗垂直应用”的医疗机构。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获2023年度
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还斩获
2024年全国数据要素×大赛医疗健
康赛道应用实践奖、2024年江苏省
健康医疗大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一等
奖等多项荣誉，展现出强劲的创新实
力。

“AI智能导诊是医院‘医疗陪伴’

战略的核心应用之一。此次系统的
升级，不仅能实现快速挂号，还能详
细解析病情分析逻辑，从‘直接给结
果’升级到‘展示思考路径’，让患者
明明白白就医。”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副院长曹宏表示。

据了解，新升级的智能导诊系统
突破性采用思维链（CoT）技术，能模
拟医生的诊断逻辑。科室推荐准确
率显著提升，看病更“对症”。升级后
的AI智能导诊系统还可以作为24小
时“健康顾问”，在日常生活中随时进
行健康咨询。

张女士是一位宝妈，家里还有需
要照顾的老人，日常看护、问诊是一
件头疼的事情。“孩子小感冒，我问它
（AI智能导诊系统），小孩已经咳嗽了
一周，前期用了什么药，现在是什么
症状，是否需要去医院，这个系统都
能给我一些专业的建议。”张女士认
为，相较去网页上搜索，医院官方的
系统更有权威性，用起来更安心。

该院门诊部副主任（主持工作）
吴丹岭介绍，从2024年8月上线了基
于华佗GPT技术的AI智能导诊系统

后，门诊流程实现了“两升两降”：挂
号排队时间下降了、分诊差错率下降
了；医疗资源优化提升了、患者体验
感有了升级。“我们收到患者反馈说，
有了这个系统，就像有个医生朋友在
身边给你解释、说明一样。”

“医院将以AI智能导诊的应用
作为切入点，逐步实现‘导诊+预问
诊+诊后随访’的全流程覆盖。未来
预问诊系统上线后，患者就诊前即可
通过AI完成病史采集，医生提前调
阅数据，可以极大缩短问诊时间。”副
院长曹宏说，这种“技术赋能人文”的
模式，正是打造“有温度的医疗”的重
要实践。

未来，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将进一
步深化与深圳市大数据研究院无锡
创新中心的合作关系。双方将携手在
医疗大数据、可解释AI等前沿领域开
展更为深入的探索与研究，将“无锡经
验”推广至长三角地区，让AI技术不
仅成为医疗领域的创新驱动力，更化
作一座坚实的“智慧桥梁”，紧密连接
医患双方，共绘医疗人文关怀与技术
进步相融合的新篇章。 （刘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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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经常会感到头痛、胃痛、
肌肉酸痛、疲劳乏力，去看了医生又
被告知身体状况“正常”？这有可能
是心“病”了，表现出来的却是躯体症
状。为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帮
助公众更好地理解心理压力与躯体
症状之间的关系，3月10日下午，无
锡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负责
人、“太湖人才计划”医学专家团队成
员王军来到无锡日报报业集团，为员
工开展题为“身心共鸣：解码心理压
力与躯体症状的转化”的专题讲座。

“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密不可
分。”王军表示，据《中国国民心理健
康报告》显示，约70%的上班族存在
躯体化症状，据WHO统计，全球约
30%的躯体症状与心理因素相关。
心理问题不仅会影响情绪，还可能通
过“身心交互”机制转化为躯体症状，
如头痛、胃痛、疲劳等。讲堂上，王军
深入浅出，将难懂的专业术语转化为
生活化的比喻。“心血管像一台‘情绪
收音机’，焦虑调高音量，抑郁调低频
道。”“胃肠像一块‘情绪海绵’，压力
大了就吸水膨胀，悲伤多了就干涸萎

缩。”“皮肤像一张‘情绪地图’，压力
大时‘火山喷发’，焦虑久了容易‘干
裂起皮’。”“呼吸像‘情绪气球’，压力
一戳，气球就漏气。”……讲堂上，王
军通过生动的案例和科学的理论，详
细解析了心理压力如何通过心血管
系统、胃肠道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
统等疾病体现出来，影响身体健康。

“反过来，若身体病了，心也会跟
着‘感冒’。”王军告诉大家，若患有脑
损伤或脑部病变，如脑卒中、脑肿瘤，
有可能引发抑郁、躁狂或情绪失控；
患有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
病、帕金森病等，会表现出焦虑、多
疑，甚至出现激越、攻击等行为……
当然，还有一些感染性疾病、心血管
与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与代谢疾
病、治疗药物的副作用等，都可能对
心理产生影响。

“正确识别和应对，找到破解之
法。”王军建议大家，若出现“三无”
症状，即无明确器质性病变依据、无
规律性、多方治疗无效，应考虑可能
存在心理问题并寻找应对策略。王
军介绍了一些简单实用的自我心身

减压方法。例如，利用4-7-8呼吸法
（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快速
缓解焦虑躯体症状（激活副交感神
经）；为自己开运动处方，每周进行3
次有氧运动降低皮质醇水平；对压力
源进行分类及标注“可控/不可控”，
聚焦精力处理可控部分，接受不可控
因素存在；实施15分钟行动法则，选
择能够立即执行的小任务（整理桌

面/散步/写待办清单），通过具体行
动打破焦虑-拖延的恶性循环等等。
针对“手机族”，王军还重点强调了

“数字排毒计划”的价值，建议大家不
妨将手机设置无屏幕时间段（如睡前
90分钟），使用灰度模式降低App吸
引力。如以上自我调适均不奏效的
话，则建议到医院心理健康促进门诊
与专家聊聊。 （葛惠）

查不出病因的头痛、胃痛、乏力？

心“受伤了”，身体会“说话”

华佗 GPT+DeepSeek

AI 导诊“会思考”了

俗话说“春捂秋冻”，“春捂”
到底该怎么“捂”？“捂”到什么时
候？这份健康提示请收好。

◆为什么要“春捂”？
从中医养生角度讲，“春捂”

是顺应春天阳气生发的需要，可
以更好地保护身体的阳气。从
气温角度讲，初春时节气温变化
较大，如果过早脱掉厚衣服可能
会使身体受寒，容易引起呼吸道
系统疾病及冬春季传染病等。

需要注意的是，“春捂”的原
则更多适用于平时体质虚弱的年
轻人、抵抗力较弱的老年人、久病
之人以及儿童。对于青壮年，尤
其是体质偏燥热、阴虚或者湿热
的人，“春捂”就不一定适合了。

◆这3处重点“捂”
专家建议，“捂”的位置很重

要，应做好这3处的保暖：
颈项部：颈项部有风池穴和

风府穴，是容易中风邪的地方，
建议根据温度戴好围巾、帽子。

膝足部：俗话说“寒从脚下
生”，“春捂”穿衣可遵循“下厚上
薄”的原则，上身可以穿得薄一
点，但秋裤先别着急脱。

腹部：主要是“捂”肚脐，特别
是一些胃部怕冷、爱腹泻的人，要
特别注意肚脐部位的保暖。

◆“春捂”时间越长越好
吗？要“捂”到啥时候

盲目“捂”不可取，何时可以
不再“捂”呢？专家介绍，“春捂”
可以遵循“815”原则。当昼夜温
差大于8℃以上时，说明气温不
稳定，需要“捂”；当气温连续保
持在15℃以上，且维持了一两周
时，就不需要“捂”了，可以适当
减少衣物。 （央视新闻）

为弘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
良传统，关爱教师身心健康，近日，
无锡市锡山区中医医院走进张泾中
学开展中医药健康义诊活动。各科
室专家们现场答疑解惑，提出诊疗
建议，同时为教师提供浮针、耳灸、
核桃灸、中频理疗等特色操作体
验。现场还提供养生保健茶饮免费
品尝，赠送医院自制中药香囊。

（张玖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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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捂”到底
该“捂”哪儿？
“捂”好这3处很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