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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赋能医疗影像领域创新  
——医疗产业周报 

 
[Table_Summary] 
医疗新观察： 

上周，我们关注了人工智能（AI）在医疗影像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应用。AI 技

术正在不断推动医疗影像的创新，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为患者提

供更加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行业动态： 

1. IBM Watson Health 的肿瘤学应用： Watson for Oncology 通过深度分析

医学文献和患者数据，为肿瘤患者提供治疗建议。 

2. Siemens Healthineers 的 AI-Rad Companion： Siemens 推出的 AI-Rad 

Companion 工具在放射学影像分析中发挥重要作用。该工具能够自动识

别胸部 X 光片中的异常，如肺部结节，极大提高了放射科医生的工作效

率。 

技术进展： 

1. GE Healthcare 的 Edison AI 平台： GE 的 Edison AI 平台利用深度学习

技术改善医学影像的质量和诊断准确性。集成到 GE 医疗设备中的 AI 技

术，如 MRI 机器，正在提高图像分辨率和诊断速度。 

2. NVIDIA 的 Clara 平台： NVIDIA 的 Clara 平台为医疗影像提供了一套 AI

工具，通过 CT、MRI 和超声波等设备进行医学图像重建，临床医生能够

以 3D 方式深入观察身体内部以做出诊断。为此，需要对来自多个传感器

或 2D 图像的大量数据进行密集的计算处理。 GPU 和加速计算使重建

能够快速进行，因此可以更快地治疗患者。 

新兴公司与创新： 

1. Aidoc 的 AI 辅助诊断工具： Aidoc 专注于开发 AI 工具，以辅助放射科医

生在诊断过程中发现关键的医学影像。其算法能够在短时间内分析完整的

医学影像集，帮助医生快速识别重要的发现。 

未来展望：  

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 AI 应用出现在医疗影像

领域。这些技术将继续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尤其是在提高疾病早期发现和

治疗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随着数据隐私和算法透明度等问题的解决，AI

在医疗影像领域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 

·风险提示：技术研发不及预期，地缘政治影响，宏观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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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药板块行情回顾 

2024 年 3 月 25 日至 2024 年 3 月 29 日，医药生物板块，我们重点关注申万

一级行业医药生物下的 6 个二级行业，医疗服务、中药Ⅱ、医药商业、医疗器械、

生物制品与化学制药。市场表现：涨跌幅排名最靠前的两位为医药商业（+0.56%）

和中药Ⅱ（-0.94%），涨跌幅排名后二的为医疗服务（-3.53%）和医疗器械（-3.61%）。

上周估值水平前两位为生物制品（69.66 倍）、化学制药（46.19 倍），后两位为

中药Ⅱ（28.74 倍）、医药商业（20.76 倍）。 

图 1：医药板块申万二级行业上周涨跌幅情况  图 2：医药板块申万二级行业上周收盘时估值水平（PE-TTM）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重点关注医药生物中的 wind 三级和申万三级相关指数，市场表现：涨跌幅排

名最靠前的三位为线下药店（+2.31%）、血液制品（+1.27%）、医药流通（-0.31%）。

估值水平排名前三为医院（98.98 倍）、化学制剂（50.11 倍）、化学制药（45.30

倍）。 

 

 

 

 

 

 

 

 

 

 

 

-4%
-4%

-3%
-3%
-2%

-2%
-1%
-1%

0%
1%
1%

医
药
商
业

中
药Ⅱ

化
学
制
药

生
物
制
品

医
疗
服
务

医
疗
器
械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生
物
制
品

化
学
制
药

医
疗
器
械

医
疗
服
务

中
药Ⅱ

医
药
商
业



                                                                       产业经济点评 
 

 
 

                                                       3 / 5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图 3：医药板块三级行业上周涨跌幅情况  图 4：医药板块三级行业上周收盘时估值水平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2. 医疗产业热点跟踪 

2023 年度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报告发布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于 3月 26日发布了《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

报告（2023年）》，报告显示，2023 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收到了 241.9

万份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每百万人口平均报告数为 1716份，覆盖了全国 98.5%

的县级地区。报告全面反映了我国 2023 年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的总体情况和作用发

挥，显示监测工作水平不断提升，严重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比例上升，而药品

不良反应/事件县级报告比例略有提高。医疗机构仍是主要的报告来源，但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报告数量也有所增加。国家基本药物监测总体情况保持平稳。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提升体现在多个重要指标上，如严重药品不良反应

/事件报告比例、每百万人口平均报告数量等均有所增加。药品不良反应的及时发

现与风险控制措施的采取保障了公众用药安全，包括药品说明书修订、发布药物

警戒快讯等举措。报告还提出了对抗感染药、心血管系统用药、血液系统用药、儿

童用药等不良反应报告情况的分析和安全风险提示，指出对于儿童用药安全需要

持续关注和加强管理，以保护公众健康。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报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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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从 2003 年的 10 元/人增长至目前的 380

元/人，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针对此增长，国家医保局表示，这是医保服务水平

提高的体现。医保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的 300 余种药品到如今的 3088 种，

覆盖了更多肿瘤、罕见病药品，使得患者获得了更多的药物支持，其中包括像氯

苯唑酸等昂贵药物纳入医保目录，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此外，现代医学

诊疗技术的进步也得到了医保的支持，无痛手术、微创手术等技术纳入医保范围，

进一步提升了居民的健康水平。 

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不断提高，从最初的 30%-40%增长至

目前的 70%左右。此外，针对大病门诊用药，医保机制也不断优化，大病保险和医

疗救助保障功能得到加强，使得群众的自付负担得到了明显减轻。政府在调整居

民个人每年参保缴费标准的同时，也对居民参保的补助进行了同步上调，从 2003

年的 10 元/人增长至目前的 640 元/人，为低保户等困难人员提供全额或部分补

助，共同搭建了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基金池，增强了风险抵御能力。 

近年来，我国医保制度不断完善，服务水平逐步提升，包括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服务的全面推广，以及各项便民措施的不断优化。从医保保障范围扩大、

医保待遇提高、医保服务优化等方面来看，城乡居民医保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未来，国家医保局表示将进一步研究健全参保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以保障全民参

保，实现患病时有保障，无病时利他人的理念。 

（资料来源：新华社） 

 

风险提示：技术研发不及预期，地缘政治影响，宏观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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