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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大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和态度调查
———以西安及周边高校为例

陈倩倩，张居莉，靳 琪，王倩倩，张 静，杨 旭
（西安医学院医学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 AI，是研究开发
用于模拟、延伸、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

一门新的技术科学[1]。近年来，“AI＋医疗”成为现代科技热点，美
国五大顶尖医院开始与人工智能公司合作，希望成为人工智能

医疗领域的中心[2]。在新冠疫情期间“AI阅片”[3]、机器人送药等也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极大减轻了医护人员的负担、提升了诊疗的

效率。本次调研的目的是调查医学生群体对人工智能的认知程

度，了解其在医学领域的发展和影像专业的运用，以期知晓医学

院校大学生对科技发展前沿和实施热点的关注程度，为大学生

正确看待当今科技发展提供参考。

1 资料及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次调查对象为西安及周边医学院校在校大学生，本研究自

设问卷，将线下线上两种方式充分结合，线上以“问卷星”为平台

发放电子版问卷进行调查，线下则直接发放纸质版问卷，受访者

均匿名。

1.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5.0统计学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共发放 664份问

卷，回收有效问卷 654份，问卷有效率为 98.49%。在此次受试者
中，男女比例基本持平。

2.2 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与了解
学生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关注率约为 97%，有约 87%的学生

是在初高中接触到人工智能的，大都从新闻媒体（75.8%）、影视
作品（74.6%）和科普文章（64.7%）中了解。但是大部分学生
（86.2%）都不知道国家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
2.3 对人工智能的接受程度
依据结果来看，多数学生对人工智能的接受程度较高，对人

工智能的包容性也较高，具体情况见表 1。

2.4 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期待与展望
医学生对人工智能这一迅速发展的新事物不仅有自己的思

考和想法，而且抱有极大的期待，具体情况见表 2。
2.5 对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领域的态度
人工智能已全方位渗透到医疗行业各个领域。医学生对此发

展势头持不同意见，具体情况见表 3。

摘 要：本文以西安及周边医学院校为例，调查大学生对人工智能的现状及未来发展的认知和态度。 选取多个医学院
校不同年级的 66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据调查医学生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关注率约为 97%， 关注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47.25%的学生表示愿意在以后的工作中应用人工智能。最终得出医学院校大学生接受人工智能对社会发展会产生深远影
响，并理解必须通过创新与学习与人工智能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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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7.19
160 24.46
446 68.20
308 47.09
55 8.41
280 42.81
147 22.48
152 23.24
237 36.24
117 17.89
325 49.69
239 36.54
85 13.00

频数 百分比/%
选择人工智能

相信自己

二者结合

愿意

不愿意

视其发展而定

接受

不接受

都可以

视其发展而定

可以理解接受

能理解，不接受

不理解，不接受

遇到问题如何选择

是否愿意在工作中应用人工智能

是否接受人工智能为你诊断

是否接受人工智能存在误差

表 1 医学院校大学生对人工智能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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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的态度
人工智能的对各行业有明显的冲击，学生对此的理解各有不

同，大都认为影响明显，但是也在积极思考应对方法，人工智能

对就业的影响见表 4。

3 结论
3.1 学生对人工智能有较高的接受程度
此次调查中大多数学生对人工智能持有较高的关注和兴趣，

说明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正逐渐向社会普及，新闻媒体、影视作

品、科普文章成为学生了解其相关知识的主要媒介，但就关注程

度而言，多数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认知还是停留在较表浅的层面，

尤其是对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政策知之甚少，这需要在以后

的学校教育中逐步改变。

3.2 学生对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现状的认知和未来的
期待
在本次调查过程中学生对于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有

了基本的认知，也意识到人工智能与临床结合已成为大势所趋，

但就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领域而言，大家普遍担心它的不可控

性，这可能也是多数学生希望人工智能停留在强人工智能阶段

的原因之一，缺乏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思维情感也是人工智能受

限制的原因。但总体来说，人工智能较低的成本与较高的诊断效

率是远远胜过人类的，其应用于临床不仅可以减轻医护人员负

担解决医疗资源不匹配，也能使患者得到更好的诊断与治疗。综

上所看人工智能应用于临床有利有弊，我们要发挥长处，改进短

板，这需要人工智能与临床的共同努力，才能做到一加一大于二

的效果，使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有更广阔的前景。

3.3 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医学生带来的影响
人工智能的发展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医疗领域也不例

外，一方面是与人类竞争工作岗位，另一方面甚至可能直接是对

未来工作形式与内容的改变。这给医学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如

果说以前他们只需要面对同行的竞争，那么现在他们则是要面

对机器和同行的双重压力，以前没有人工智能介入时，学生比较

倾向学好专业知识，而现在双重压力下，大多数学生表示选择成

为复合性人才来增加自己的就业优势。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改变。我国政府

于 2017年制定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指出目前需
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

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型强国[4]。这就要求新
一代的高校学生努力学习，将个人理想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统一起来，勇往直前，百折不挠，坚定信心。为党、为

祖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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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34.40
305 46.64
118 18.04
532 81.35
106 16.21
15 2.29
586 89.60
48 7.34
16 2.45
324 49.54
326 49.85

频数 百分比/%
超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

弱人工智能

很有必要

一般

没有必要

需要

不需要

不关心

会

不会

希望人工智能达到什么程度

未来医学影像是否
应该与人工智能结合

是否需要制定法律约束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会有自己的意识吗

表 2 医学院校大学生对人工智能的期待与展望

474 72.48
213 32.57

393 60.09
294 44.95

515 78.75
491 75.08
243 37.16
450 68.81

频数 百分比/%
提升诊断效率

缓解医患关系

医疗责任难划分

患者的隐私问题

建立丰富的临床数据库

不断优化人工智能算法

将其纳入临床

规范使用环境

优势

496 75.84减轻医护人员负担

使医疗医院公平分布 265 40.52
降低医疗成本 270 41.28

开辟新的药物研发途径 283 43.27
早发现疾病 421 64.37

弊端 227 34.71医疗人员大量失业

缺乏人文关怀 471 72.02
可能导致医疗事故 478 73.09

如何使人工智能
更好应用于临床

表 3 医学院校大学生对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领域的态度

506 77.37
104 15.90
40 6.12
201 30.73
104 15.90

频数 百分比/%
有

没有

视其发展而定

在本专业深造

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人工智能对就业有影响吗

怎样才能避免被人工智能取代 234 35.78和人工智能合作

成为复合型人才 452 69.11

表 4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医学生就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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