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老师 好课程 好服务 

 

 

范文十九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5”末尾提到“科技和医疗的融合，最难、最大的瓶颈是文化和思想的融合”，

请结合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1）观点明确，见解深刻；（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3）

思路清晰，语言流畅；（4）字数 1000～1200字。 

【给定资料】 

资料 5： 

近年来，人工智能与医疗的结合催生了很多创新创业机会，这些也给医疗就诊带来了新

的体验：能够读取人体神经信号的可穿戴型机器人、虚拟护士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分

析并评估病人整体状态、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提供远程医疗服务…… 

微医董事长兼 CEO廖先生在“新时代、新发展”的清华五道口金融 EMBA2018年新年思

想汇活动中指出，缺少家庭医生，医药流通环节费用高，医保使用效率低是中国医疗健康领

域急待解决的三个难题，而“链接+AI”将会给医生、医药和医保带来变革。 

在某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先生看来，未来将有数据、样本、人工智能，有各

种优秀的基因工程和信息科技的方法，我们会看到截然不同的医疗的场景和变革的效率。 

“有 8个字叫‘精准预防、人机一体’，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医疗场景当中，依托精准数

据的个性化的预防和干预，以及在治疗端依靠人的经验和机器的智能组合的这样的系统工具，

会带来全新的医疗体验，现有的医疗格局会发生一些颠覆性、制度性的改变。”俞先生表示。 

廖先生描绘了一下现在微医的医疗场景：微医首先通过将 2400多家大型三甲医院、

17000多个基层医疗机构、1亿多家庭链接在一起，实现将优质医疗资源下移到基层医疗结

构和家庭，完成场景的前移。微医开发的“睿医云”西医智能应用和“华佗云”中医智能应

用让基层医生在 AI助手的帮助下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全科医生。 

这也将药厂和医疗场景直接链接在一起，可以大幅压缩医药的流通。此外，通过更加科

学的预测，“链接+AI”能提高健康险公司服务能力，提高整个就医过程中医保的使用效率。 

“未来的数据价值，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他的边界。”俞先生指出，其公司在过去的一年

里，共服务了两千万人，而未来的 3-4年，预计要服务一年 1亿人次。这些数据可能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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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可总结为：精准预测未来；严谨；引爆新的商业模式的可能性；现有数据中寻找关联和

规律，包括新药研发、肿瘤早期的诊断等。 

此外，俞先生还称，关口前移和预防优先是这个时代不可逆转的趋势。预防相关的疫苗、

肿瘤筛查、早期诊断、人工智能疾病风险预测和评估，是未来的趋势。任何国家和组织，都

无法抵抗老龄化所带来急剧攀升的社会成本。 

不过，医疗这个门槛高、环节多、问题复杂的行业，也是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应用中最

为特殊的领域。在技术上需要强有力的支撑。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人机交互与媒体集成研究所长史先生认为，在普适计算机时代，随着

更多的嵌入式设备的出现，如何更加自然地进行人机之间的信息交换具有重要意义。人机交

互的目的是为了让机器更懂“你”，让用户更加自如。 

“未来有望通过数据采集和建模来捕捉用户的所有姿态和行为，从而生产出真正理解用

户的手机，让手机交互行为的感知更加精准和智能。”史先生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

用，能做到从模糊的行为习惯中解读出准确的意图，将为未来人机共生提供可靠的技术基础。 

对于科技与医疗的融合难点，廖先生认为，互联网和医疗恰恰是两个相反的领域，医疗

是昂贵、保守、严谨的，互联网是开放、免费、自由的，我们其实有很深刻的体会，科技和

医疗的融合，最难、最大的瓶颈是文化和思想的融合，这是我们内部融合最大的挑战。“我

们也会看到，在这个领域里能够做得成功的企业，其实最重要是把文化的融合真正的做好，

外部才有很好的结合”。 

【参考范文】 

科技医疗，人文先行 

手术机器人、三维医疗技术、目诊仪、精准云放疗……【举例】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

快速发展，层出不穷的科技医疗名词不断收录到医学词库中，为人们渐渐熟知，先进的医疗

技术更持续为人类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科技+医疗”的融合，无疑是 21世纪人类伟大的

进步，有效的帮助人们减少身体上的病痛。然而，人是生理和心理全面发展的社会存在，科

技医疗解决了生理问题，被病痛折磨的心理问题又何去何从。【对比】可见，科技和医疗的

融合不是高新技术解决病痛的终点，最需要重视的是其中的文化和思想的融合问题。【点出

中心论点并点题科技和医疗的融合不是高新技术解决病痛的终点，最需要重视的是其中的

文化和思想的融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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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科技发展的速度无限快，科技改变生活甚至世界的力量无限大。在科技领跑的今

天，人们更加主动依赖科技、紧跟科技，似乎科技的领先可以解决一切人类问题。【强调科

技对生活的影响】实际上，科技的无限发展正吞噬着人们心灵的温度，甚至将人们异化为科

技的奴隶，有几人能够止步反观科技之光是否能够照耀人类的文化和思想。【比喻】科技医

疗产品，作为最贴近人类身体的工具，当粗长的管道插入病患的身体，当密集的颗粒渗入病

人的肌肤，产品的生产者是否能同样深切的感受到来自心灵和身体的双重疼痛。【举例论证】

曾有深陷病痛的亲人歇斯底里地叫喊，此生再也不想受到医疗器械带来的折磨。对科技的恐

惧已经高于求生的欲望，可见这是发自心灵深深恐惧。【前后对比凸显科技发展在文化和思

想上的不足】诚然，高科技医疗器械救治了很多生命，但却摧毁了若干心灵。倘若不能使文

化和思想融化科技医疗的冰冷，科技医疗将如何继续向前。【点明科技医疗的发展要结合文

化和思想的融合】 

文化和思想所代表的人文精神，需要通过科技医疗制造人员注入产品之中。取代坚硬的

钢管，使用柔软的树脂管道，输送药液进入病患的身体，将会减少器械带来的二次疼痛；使

用光子医疗技术，而非对人体产生巨大辐射的 X射线，使人们远离辐射带来的再伤害；为病

患一对一打造定制服务，使得救治更加有针对性，更加亲切。此外，将文化内容植入现代医

疗科技中，使科技医疗更加有人文内涵。文化故事编入医疗机器人的程序，使患者在接受救

治过程中同时享受文化盛宴；专门打造儿童艺术医疗器械，使孩子不再恐惧就医；为孤寡老

人设计专门的护理程序，每日定时向老人发出关心，使老人从身体到心灵得到安抚。【举例

论证】科技医疗的发展方案浩如烟海，但让人们更加接受并爱上科技医疗，只能通过让他们

感受到医疗带来的精神上的抚慰和满足的手段来实现。【提出医疗产品要具备人文内涵，满

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此外，医务人员也需要协助科技医疗与文化和思想的相互融合。医护人员是与病患关系

最密切的服务人员，是科技医疗器械与病患之间的纽带，其必然在其中起着“润滑”的作用。

【比喻论证】消除医疗器械给病患带来的痛苦几乎不可能，当病痛真正来临之时，医护人员

便起到了至关重要减少身心病痛的作用。科技是无感情的，但却被掌握在有感情的人们手中。

只有医护人员在使用科技医疗进行救助时，多一些人文温暖，循序渐进，关切患者，科技医

疗器械才不致重创病患的心灵。【提出医护人员要做好“润滑”的作用，促进科技医疗与文

化和思想的相互融合】 

机械是冰冷的，人的心灵是温暖的。只有将人文的温度注入科技医疗器械中，才能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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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从身体到心灵得到全方位的救助。当科技医疗遇见文化和思想，“治愈”才有了意义。【回

扣中心论点，科技医疗要建立在人文的基础上，要融合文化和思想，才能实现全面“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