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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林浩添教授(图1)，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国家重点研发项目首席科

学家，青年珠江学者，广东省“特支计划”科技

创新领军人才，广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杰

出青年医学人才。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人工智能

学科带头人，中心主任助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科

主任，从事医疗大数据在诊疗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转

化应用研究，对各种常见眼病的防治具有多年临床

经验，擅长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状体植入手

术，尤其对先天性白内障等儿童眼病的防治具有丰

富经验。研发构建全球首个人工智能白内障诊疗云

平台(Nat Biomed Eng 2017，封面论文)，并在广州开

启了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机器人门诊，作为唯一

由中国团队完成的入选项目，被IEEE Spectrum评

选为“影响全球医学界的11大AI事件”。近5年以

第一及通讯作者身份发表SCI收录文章60多篇，涵

盖了国际顶级杂志Nature，Science，Lancet，BMJ，
PLoS Med，EClinicalMedicine等。其中，作为第一

作者研发的白内障新疗法成功应用于临床(Nature 
2016)，被Nature Medicine评为“2016年生命医学的

八大突破性进展之一”；参与编写专著6部，承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等10余个项目。主

持研发的多项医疗设备和软件系统应用于临床，并

获得10多项中国专利和美国专利。参与获得了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任中国人

工智能学会智慧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

会眼科分会青年委员，广东省转化医学会理事，多

个国际SCI杂志编委。

会上，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科主任兼大会副主席林浩添教授(图2)发表了

题为《眼科和人工智能》的精彩演讲。从视觉生

编者按：2019 国际眼科论坛：人工智能与人工视觉 (IOF-AIAV) 于 2019 年 5 月 24 至 26 日在深圳圆满举行。本

次论坛以“人工智能与人工视觉”为主题，邀请来自新加坡、韩国、印度、埃及、摩洛哥、突尼斯、巴基斯坦以及香

港和台湾等亚非国家和地区的眼科领域的优秀专家学者，就人工智能的应用、眼科博览、人工智能与医疗、眼科大数

据和智能医疗、人工智能与影像分析、人工智能与青光眼以及人工视觉等专题进行交流与分享。

图1 林浩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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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基础、人工智能的视觉发展历程、人工智能的

视觉应用、相关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五个方面进

行论述。会议期间，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林浩添

教授就人工智能在眼科领域的应用现状、数据平

台的搭建、新产品的研发等问题进行了采访。

作为本次大会的副主席，林教授积极投身于

会议中，与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积极的沟通交流

(图3-5)。在会场内外，总能看到他在与专家沟通

时的专注身影。他真诚相授，亦求知若渴。

1  “这是第一个聚焦在‘眼科人工智能与人
工视觉’的国际性大论坛”

林教授介绍：人工智能及人工视觉的研发

和应用是本次论坛的聚焦点，也是所有参会专家

学者迫切期望交流的一个重点。“这是第一个

聚焦在‘眼科人工智能与人工视觉’的国际性大

论坛，”林教授激动地说道，“希望把这个交流

的平台做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一领域的最新进

展，从而更好地促进眼科智能系统的研发与眼科

医疗服务等日常工作。”

2  人工智能为眼科诊疗开辟了一条“新 
赛道”

人 工 智 能 为 眼 科 诊 疗 开 辟 了 一 条 “ 新 赛

道”，公众对于眼病的诊疗需求越来越多，而基

层的筛查、诊断缺少大量人力，仅仅依靠大医院

的专家力量还不够。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改变基层

人手短缺、诊疗实力低下的痛点，有效配合医生

提高接诊效率，可以为基层眼科医生赋能。这也

顺应了医疗主管部门倡导的分级诊疗的目标，基

层全科医生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国家卫健

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认为：人工智能诊疗

决策支持系统为医生提供了具有自主学习功能的

知识库，拓展了医生的知识领域，有效提升了基

层诊疗服务的效能。不过，区别于其他行业，安

全在医疗行业还是第一位。林教授认为：人工智

能的发展更多是“稳”，不是考虑市场化因素，

而是聚焦是否有真正的临床价值。在这个前提

下，医院的技术输出才更有意义。“中山眼科中

心积累了大量数据，随着更多医疗机构的数据统

图2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林浩添教授作主题演讲

图3  林浩添教授(右)与中东非洲眼科学会副主席A m e l 

Meddeb Ouertani(左)在主持会议前沟通交流

图5 林教授在“眼科标准数据集”(2019版)签售会上

图4 林浩添教授与国际专家进行交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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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可以将更多工作成果分享给全国的医疗机

构，从诊断眼病延展到全身疾病，将繁琐的筛查

简单化、准确化，未来的人工智能可以更好地为

患者服务。”

林教授认为眼科发展人工智能具有重要的优

势。眼睛是人类最重要的体表器官，眼部图像和

信息获取比较便捷。其次，由于目前公众对眼病

的诊疗需求越来越多，而基层的筛查、诊断缺少

大量人手，仅仅依靠大医院的专家力量还不够。

第三，许多疾病的防治，尤其是高发性疾病的防

治，所缺的就是对疾病大规模筛查的标准，仅仅

靠人力去做很难。此外，人力学习也需要很长的

时间曲线，且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可以很

好地高标准地完成这些大规模的标准化作业的人

工智能是眼科发展的新方向。

3  “大数据库和人工智能应用平台”的开
发：共享平台，为国利民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大力支持医疗技术

的创新与应用，于2018年成立了人工智能与大数

据专科。成立这个专科的目的是集中资源，集中

精力把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做得更好。林教授表

示这个专科实际上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希望能

够把这个平台提供给国内外做相关领域研究的人

员，从而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去攻克眼科领域的

“险峰”。

林教授的团队在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分别承

担有国家科技部和广东省的重点项目等。同时，

林教授也承担其他从基础到临床应用的不同层面

的项目。林教授表示：这些项目的一个大目标就

是要尽快研发出更多能够用于临床的人工智能技

术。通过技术去改善、改变、改革医疗在一定程

度上的供需不平衡以及医疗改革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和困难。

4  “人工智能：人工 + 智能；先人工后 
智能”

关于什么是人工智能，林教授解释道：人

工智能其实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工，一个是智

能，先人工后智能。需要多少智能，就需要多

少人工。人工智能能够学习的数据是有一定标准

的，需要消耗大量人力资源来使数据标准化，从

而形成一个可用的数据库，而这一部分恰好也是

最难，最花时间，最花精力，最需要大量有医学

背景的专家一起参与的。数据本身的标注，是国

内外共同面临的问题。许多单位都掌握一定的数

据，但这些数据并不可以直接使用，还需要经过

一个专业的筛选处理过程。林教授形象地比喻：

“每个人都有一亩三分地，不是说把种子丢下

去，它就能长得好，你得去开垦，去施肥，去做

许多工作，最终才能长出好的果实来。”林教授

认为人工智能领域也是这样，它是人类智慧汇集

结晶变成的一个新智能。目前国家在很多项目上

都有政策和经费的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专家学

者也投入到这个研究领域，人工智能定会有广阔

的前景。

5  医学青年要紧跟国家发展潮流，做时代的
推动者

采访最后，林教授 (图6 )与我们分享了他对

医学青年的建议。林教授认为：我们这一代青年

人还是比较幸福的一代。因为整个国家已经有了

一个很好的积累并且处于高速发展之中，同时也

处于人工智能新技术转型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

代，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机会。林教授建议

青年们紧跟国家发展趋势，抓住技术转变的关键

时机，通过学习拥抱新的技术，去做一个时代的

推动者。

医生的成长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林教

授认为：青年医生们不仅仅要身体力行地积极深

图6 林教授与编辑安丹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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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基层，而且要好好利用科研平台，注重平时的

积累和锻炼，应用所学的医疗知识和技术，去拓

展、发挥更大的价值，帮助更多的人。

采访问题：

 作为此次“人工智能与人工视觉”会议的副主

席和主要组织者之一，此次会议中您比较期待

的议题有哪些？您觉得此次论坛的召开将为眼

科同行带来什么？

 近年来，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您作为国际医学

人工智能领域最早的研究者之一，能否从全局

角度，概述下人工智能在眼科学的应用现状？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都是前沿性学科，是什么促

使您和您的团队进行“大数据库和人工智能应

用平台”的开发呢？

 您在开发这个平台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

是什么？

 作为一位优秀的青年眼科学者和医生，您有什

么心得体会想跟其他青年同行分享的吗？

( 采访视频： h t t p s : / / v . q q . c o m / x / p a g e /
w0877ugsc7x.html)

作者简介：安丹丹，现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

院大三学生。因参加“AME-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

学院追梦计划”第三届演讲比赛，并获三等奖，获

得AME出版社资助，提供见习机会，随AME科学

编辑团队在深圳参加本次学术会议。

(采访：安丹丹；撰写：安丹丹，袁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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