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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领域的
应用与展望※

郭叶楠 1 周常恩 2 程宛钧 1▲

摘 要 将人工智能与中医药相结合，可能为男性不育症的中医药治疗带来突破性进展。文章

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在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领域的应用概况，展望让人工智能系统学习和理解各种

中医药辨证和治疗的规则，以普遍提高业内治疗男性不育症的有效率和准确性。同时，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对海量的临床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凝练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发掘更有效的治疗方案，研

发男性不育症人工智能辅助中医药诊疗系统，鼓励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共同推动人

工智能技术在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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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这一概念在 1956 年首次被提出，从

此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历经启蒙、繁荣、低谷和复

兴四个阶段[1]。人工智能技术就是让机器具备像人类

一样能够思考、理解、学习、预测和形成决策结果的能

力，从而更有逻辑地解决复杂、繁重的工作[2]。人工智

能技术，以其能够模拟人类智能的能力，自我学习和

高效逻辑预测形成决策的特点，近年来得到飞速发

展，尤其以ChatGPT和BING AI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技术在多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男性不育症是指育龄夫妇有规律性生活且未采

取避孕措施，由男方因素导致女方在1年内未能自然

受孕的状况。据WHO调查，目前已有超过 15%的育

龄夫妇存在不育问题[3]。男性不育症患者多为脏腑气

血阴阳失调，中医药从整体出发治疗，调和患者阴阳、

虚实、气血精津，效果显著[4]。但男性不育症病情复

杂，各中医流派又因各有独特的诊疗理念，导致男性

不育症的诊治具有一定主观性，其方药多样，加之部

分病案数据记录不规范等，限制了中医药治疗男性不

育症的发展和学术经验的总结与应用[5]。人工智能技

术作为一种新兴的跨学科技术，为解决中医药治疗男

性不育症领域的难题提供新可能。现将人工智能技

术在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领域的应用现状、所面临

的问题以及展望分析如下，以飨同道。

1 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医药治疗男性不

育症领域的应用现状

1. 1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男性不育症中医临床辅

助诊疗系统　名老中医治疗男性不育症的学术思想

和临证经验主要体现在中医病案上，归纳和整理病案

是传承学术思想的重要方法。人工智能时代，可通过

数据挖掘技术，以数据驱动为主，让人工智能深度学

习大量的男性不育症有效病案并训练临床思维，从而

高效提炼男性不育症患者常见证型、病机、用药规律、

潜在药对、核心药物和核心处方等[6]。人工智能辅助

诊疗男性不育症基于数据驱动再辅以知识更新驱动，

模拟名老中医治疗男性不育症的辨证思维和遣方用

药过程，并通过不断更新，建立人工智能辅助男性不

育症中医临床诊疗决策支持系统，有望创新男性不育

症中医药治疗理论，推动诊疗规范化和客观化研究[7]。

1. 2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精液质量分析辅助诊

断　人工智能应用到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检查时，可

以识别和跟踪精子，实现对精子全自动、高通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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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实时且高准确性的质量评估，如精准地判断精子

活力和前向性运动比率，对精子活力分级的准确率可

达90%以上[8]。此外，还能更好地区分、捕获视野中的

杂质与精子，提高精子浓度的检测数据的准度。人工

智能辅助精子分析检查不仅能提高精液质量检测结

果的客观性、可重复性和准确性[9]，还能极大地缩短报

告所需时间，提高就诊效率。

1. 3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

的疗效评价　经过数据挖掘、深度学习以后，人工智

能技术可以建立相关的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的评

价指标体系[10]，包含精子质量分析参数的改善、对中

医症状、证候的疗效以及患者满意度、女方妊娠率、抱

婴率等。利用人工智能神经网络、中医逻辑等机器算

法，对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的临床数据进行分类归

纳、聚类分析等，从而评价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的

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等，为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

的发展解决更多潜在问题，促使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

症走向便捷化和普及化。

2 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医药诊治男性不
育症领域应用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2. 1　提供人工智能学习中医药诊治男性不育症的数

据质量问题　人工智能发展初期需要搜集、处理、输

入大量高质量数据，高质量数据不仅是名中医的医

案，还包括规范化处理后的病因病机分析、辨病辨证

依据及理法方药运用的准确的临床数据[11]。现在中

医药诊治男性不育症的文献、医案及临床数据大多缺

乏规范化及结构化的表达方式，导致数据挖掘和机器

学习过程难度大大增加。此外，中医药诊治男性不育

症的数据开放程度有限，数据整理缺乏统一标准，导

致人工智能初期机器学习或者数据挖掘方面存在较

大的障碍。

2. 2　人工智能辅助中医药诊治男性不育症的潜在问

题分析　人工智能在辅助中医药诊治男性不育症的

过程中需要收集大量患者信息，而这涉及患者的隐私

问题[12]。如何在收集、处理和使用数据的同时，保护

患者隐私，是一个亟待法律、法规明确规范的伦理问

题。大量数据被收录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数据的安全

性问题也不容忽视，必须确保数据得到足够的安全防

护，同时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人工智能领域

的安全使用数据的行为[13]。

在男性不育症的诊疗过程中，人工智能与医生之

间的关系也会变得微妙。如果人工智能的诊断结果

与医生的意见不一致，应当以哪一方为主也需要设定

规则和管理措施，以防范医疗安全问题。从社会学角

度看，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过程中，人工智能可能

会加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14]，能够获得并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帮助的人群可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而

无法获得人工智能技术帮助的人群则处于资源分配

的不利地位。此外，人工智能技术是利用网上可搜集

到的知识与技术来完善男性不育症相关数据库的，其

过程也可能涉及知识产权问题[15]。

笔者发现，部分潜在问题已获重视并已有解决方

案，如广州、上海部分已经普及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

医院，已有相应的解决办法及相关的制度规范[16]，而

其他问题相信在今后的发展中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2. 3　人工智能辅助中医药诊治男性不育症过程的

“黑盒”问题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辅助诊断和治

疗男性不育症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不可解释性、不

可预测性以及不可控制性等，即“黑盒”问题[17]，具体

表现在可信度、伦理、安全等方面。首先，从患者的角

度看，患者只提供主诉与症状，医生获取四诊信息，输

入辅助诊疗系统后即给出诊断、治法与方药。患者第

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可能会认为是医生的取巧行为，

尤其是男性不育相关疾病，许多患者在就诊前上网搜

索疾病相关信息进而自我判断，辅助诊疗系统的诊断

与这一过程则会使患者产生误会。其次，如果人工智

能的决策逻辑机制不透明，那么某些诊断以及治疗方

法可能无法判断其是否符合医学伦理标准等。如果

系统出现漏洞或遭到攻击，将无法预测所产生的不良

后果。如果出现医疗安全问题，责任划分也需要进一

步明确[18]。“黑盒”问题会增加人们对人工智能辅助治

疗男性不育症的不信任感[19]，同时也是人工智能辅助

治疗男性不育症自身需要不断改进的问题。让“黑

盒”问题透明化，是提高医者中医药诊治男性不育症

的成功率与医疗安全性及获得患者信任感的关键。

因此，对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男性不育症的工作原理及

诊疗优势做足够的宣传，才能让患者对人工智能辅助

诊疗充满信任与期待。

3 展望人工智能辅助中医药治疗男性
不育症领域的趋势

3. 1　趋势一 未来人工智能辅助中医药治疗男性不

育症领域还有很大潜力。人工智能的一大优势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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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高效处理大量数据和知识。因此，人工智能技术可

以分析中医药数据和知识，包括海量的名中医医案和

古代医学典籍，从中发现其规律和关联，从而总结出

诊疗方案和思路，为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提供技术

支持[20]。

3. 2　趋势二 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和逻辑分析后

对中医药方剂的药味、剂量及剂型进行总结，可得出

药物配伍规律，再结合对男性不育症患者的基本信

息、生活习惯、体质类型、地域特点及病情变化进行分

析，可为患者开出个性化方药，或构建男性不育症健

康管理模型，提供个性化健康生活指导跟踪服务，如

养精毓精建议、药膳食谱等，从而大大提高男性不育

症的治愈率[21]。

3. 3　趋势三 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的未来人工智

能领域[22]，要建立大数据系统，调动各地中医男科学

派进行规范数据共享，充分发挥建设中医药优秀临床

案例库的优势。大数据系统初步完成以后就可以完

善相关算法，对人工智能辅助男性不育症诊疗系统

（包括辨病辨证子系统、方药智能配伍子系统、中医药

疗效评估子系统、预防调摄方案子系统等）充分发挥

人工智能技术与中医药原理结合的优势，提高男性不

育症的诊疗效果，并下沉到基层，让更多医者、患者从

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中获益，以实现更加规范化的诊

疗，从而提高男性不育症的整体疗效，助力国家人口

稳增长的战略，对抗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社会对国家和

社会发展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常昌盛 . 人工智能发展史［J］. 新经济导刊， 2023（6）：75-78.
［2］赵志君，庄馨予 .中国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现状、问题与方略［J］.
改革，2023（9）：11-20.
［3］张敏建，郭军，陈磊，等 .男性不育症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试行版）

［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5，35（9）：1034-1038.
［4］门波，罗盼盼，李鹏超，等 .男性不育症的中医药研究进展［J］.中医

药通报，2022，21（4）：58-60.

［5］刘纪成，李国信，马跃海，等 .男性不育症中医辨证存在的问题与对

策［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7）：3012-3015.
［6］陈亦聪，龚亚东，杨竣 .人工智能在男性辅助生殖中的应用进展［J］.
中国男科学杂志，2023，37（4）：108-110.
［7］刘晓强，李岳铮，张昊，等 .人工智能在男科疾病中的应用［J］.临床

外科杂志，2023，31（2）：106-108.
［8］张镇浩，李翠芬，史振志 . 自动精子分析仪：202310044961.1 
［P］.2023-02-21.
［9］林典梁，曹华，张正绵，等 .基于人工智能的精子质量评估方法、系

统及设备：202310044961.1 ［P］.2023-04-07.
［10］赵国桢，郭诗琪，庞华鑫，等 .人工智能技术在辅助中医诊疗及诊

疗标准化中的应用［J］.中医杂志，2022，63（24）：2306-2310.
［11］郝阳 .人工智能技术在医院档案管理中的应用与展望［J］.办公自

动化，2023，28（15）：54-57.
［12］董航，李慧芳，陈泱，等 .大模型时代的隐私保护与内容安全［J］.通
信世界，2023（21）：42-45.
［13］潘奕扬，许静文 .基于ChatGPT模型应用的网络空间治理研究［J］.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3，36（5）：26-37.
［14］汤瑭 .人工智能背景下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研究［D］.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2021.
［15］於兴中，郑戈，丁晓东 .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法律的六大议题：以

ChatGPT为例［J］.中国法律评论，2023（2）：1-20.
［16］汪青松， 罗娜 . 替代还是支持：AI医疗决策的功能定位与规范回

应［J］. 探索与争鸣， 2023（5）：100-110，179.
［17］叶晓亮，王丽颖，李晓婷 .人工智能算法“黑盒”安全风险及治理探

讨［J］.互联网天地，2022（1）：32-35.
［18］李强，吴裕雄，古国照，等 .智能辅助诊疗平台设计与探索［J］.医学

信息学杂志，2019，40（11）：32-35.
［19］鞠宏磊，申欣雨 .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内容安全风险及监管路

径［J］.经济问题，2023（12）：16-19.
［20］陶竹，徐梓铭，郭艳，等 .数据挖掘在名老中医经验传承的应用现

状与智能化趋势［J］.世界中医药，2023，18（13）：1918-1922.
［21］周雪忠，王世华，张迪，等 .构建中医药特色真实世界临床研究新

模式的实践与思考［J］.科技导报，2023，41（14）：22-31.
［22］潘晨浩，周明 .ChatGPT 在中医药领域中的应用前景［J］. 医学信

息，2023，36（18）：15-20.

（收稿日期：2024-01-03）

（本文编辑：金冠羽）

··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