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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處活動：

共修、讀書會、手語、志工訪視、志工培訓、兒童精進班、兒童夏令營等

靜思文化流通處：

圖書、書籍、影音(CD, DVD)、環保用品、禮品、食品等

佛教慈濟基金會 美國中西區 聖路易聯絡處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U.S.A.

Midwest Region, St. Louis Service Center

Website: www.tzuchi.org　　

人間菩薩大招生
您是否願意將您的愛心化為行動，和慈濟人一齊來推動人間美善？

長情大愛中有您，這個世界將更加美好！
人間黑暗角落有著無數苦難與不幸的人，他需要我們付出大愛與關懷。

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推動著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巨輪，
他需要您我護持和參與。

歡迎您加入慈濟大愛的行列成為會員或志工

8515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電話：314-994-1999

 

             

 

 
 

 

 

 

 

 

備有簡易午齋，活動免費歡迎隨喜護持。惟因座位有限敬請報名。詳情請至官網

www.puremindcenter.org 點閱左邊中文網頁。另有舉辦兩場英文半日禪與三皈依五戒儀式

歡迎洽詢。電子郵件: info.puremindcenter@gmail.com 或電話: 314-277-5640。 
 

地點 
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 ─ 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大學城 

 
 
 

特別活動:週日佛法講座 
   法鼓山美國紐約東初禪寺 演瑞法師主講 

2025 年 7 月 13 日（星期日） 

佛法講座: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中英雙語） 

時間：  上午 9:30AM 至 中午 

             下午 1:30PM至 4:30PM 
主辦單位：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 ─ 淨心書坊 

誠摯邀請十方法友 共霑法喜 廣結善緣 
 

妙妙媽媽今年 34 歲，在廣州生

活。她的女兒在去年感染支原體肺炎

，身體變得脆弱，嚴重時每個星期都

發高燒，又患上過敏性鼻炎。這個快

四歲的孩子，經常往返在醫院病室間

———直到DeepSeek「火了」。

連續 15 天，妙妙媽媽讓 Deep-

Seek 診斷女兒的症狀，調理體質，

「稍微有一點著涼，或者大便有點拉

稀，我都會問」。她再按照推薦的藥

配給女兒吃，這半個月，她看?女兒

身體一點點好起來，「我覺得它很厲

害、很對症」。

今年 1 月，中國 AI 聊天機器人

DeepSeek（深度求索）面世。它研發

成本低，但能力能與ChatGPT匹敵。

這個國產聊天機器人成功，讓民間捲

進一股AI熱。人們發掘它的便利與

娛樂：有人拿到輔導情緒、處理工作

，更有人向它「問診」、「求藥方」

。

在生活分享平台「小紅書」上，

有關「DeepSeek看中醫」的筆記多達

4萬條。有人留言說，自己老婆咳了

一個多月，中西醫都沒看好，但吃過

四次DeepSeek推薦的藥就好了，形容

那是「真正老百姓的福音」。用戶們

躍躍欲試。

卓健（化名）是一名香港註冊中

醫師。在他看來，當人們尋求醫療諮

詢，一問一答的AI確實比起普通搜

索引擎少雜訊，「以前不舒服去

Google查，它什麼（症狀）都會說是

癌症嘛。」然而他強調，中醫辯證需

要「望聞問切」，聊天機械人極其量

只能作一個輔助的作用。

他說，聊天機械人可能會斷錯症

、開錯藥，「但那都不是它的問題，

是病人的問題」。最後說到底，更關

乎人們如何定位中醫的問題。

「我只看效果」
妙妙媽媽沒用過任何 AI工具，

直到在「小紅書」上看到有人用

DeepSeek算命，覺得「很有意思、想

娛樂一下」。她跟風下載，輸入八字

生辰，沒想到自己的人生大事都被算

出來，「我覺得好神奇呀」。

後來她見人問藥方，就把自己當

小白鼠，給DeepSeek分析自己的體質

，覺得對症後再把女兒的情況放上去

。深度思考（R1）模式的 DeepSeek

花了 53秒，給她開出了中成藥，妙

妙媽媽按自己的經驗調整後實踐。

她詳細記錄女兒的變化：服藥的

第二天，手心熱的女兒?度回復正常

，大便變得暢通；第三天，食慾增強

；第七天，膚色亮起來了，「不像之

前一臉黃氣」。她感到很興奮。

可是在評論區中，反對聲音陸續

出現。有人批評她太輕率：「膽子上

天了，AI 離替代中醫大夫還差十萬

八千里」；也有人說方子「治標不治

本」。妙妙媽媽回覆： 「我只看效

果。」

事實上，用聊天機器人看病不是

新鮮事。在ChatGPT問世之後，國外

不少人向它尋求醫療建議，而無論病

人或醫生，給出的評價都相當正面。

在國外社交論壇Reddit上的醫療

看板「r/AskDocs」，不同醫生會線上

回答用戶問題。2023年，刊登在美國

醫學會雜誌子刊（JAMA Internal Med-

icine）的一項研究，研究人員隨機在

版面抽出 195 個問答，把問題拋給

ChatGPT回答，再邀請數位來自兒科

、老年病學和內科等醫生專家盲評兩

個答案。

結果顯示，專家認為ChatGPT給

出的診斷更高質，而在同理心的部份

，得分是真人醫生的 9.8倍。2024年

，德國一個醫生團隊也作出類似的研

究。參與盲測的病人同樣認為，

GhatGPT的回應更有同理心和更有用

。團隊結論，GhatGPT在回答時，用

了較易理解的語言，亦有提供標準化

信息。

來自湖南的袁莉有兩個孩子，她

也覺得AI分析「挺靠譜的」。「這

邊的醫生時間很緊，問診的時間只有

那麼多，你可能還來不及想問題就得

走了。」在大陸看西醫，一般會做血

常規等檢驗。但袁莉說，即使孩子的

指標出現不正常，醫生也不會詳細解

釋。

以前，她會去百度逐項搜，「這

項偏高代表什麼，那項偏低又代表什

麼」。一天，她把檢驗單發給Deep-

Seek，對方馬上給她分析下診斷，還

推薦用藥。「我還能夠看到它的思維

過程，真的很像有一個擁有非常專業

知識的人在解答我疑惑。」

袁莉不得由衷讚嘆：「DeepSeek

真的很強」。

只能 「問」 ，無法 「望聞切
」

人們沒有被醫生解決的焦慮，在

機器人的耐心下撫平。但是關鍵問題

是，西醫強調病理，中醫講陰陽、重

經驗——ChatGP 在西醫應用成功，

DeepSeek能否在中醫上複製？

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內科研究生

、大陸註冊中醫師花貓（化名）覺得

，「比較難。」大語言模型（LLM）

主要透過投餵大量資料來進化。花貓

解釋，西醫依賴統一的指標、數據整

合來斷症，要訓練它，就像是一個

「啃指導的過程」，但中醫不是這樣

。

中醫流派多樣。花貓說，中醫很

多概念都是通過歷史演變，各流派沒

有統一，「對於同樣一個訊息，大家

理解維度不一樣，思路也不一樣。」

換句話說，當AI要代入中醫診斷，

因為有很多進路參考，得出來治療方

案未必一致。

在香港，人們說看中醫是講「人

夾人」（看緣份）。袁莉還有另外一

個說法，是看這人「服不服醫生

」——服的話一看就好；不服的話怎

麼看都不好。所以比起西醫精準下症

，她總覺得中醫「有點玄學」。

澳門科技大學中醫藥學院前院長

周華向 BBC 中文說，中醫辯證有四

個維度：「望聞問切」。「望」是看

氣色、舌頭的顏色、形狀和特癥；

「聞」既是嗅氣味也是聽聲音；「問

」則是問感受細節；「切」就是把脈

，拿捏人體內的陰陽氣血的狀態。

周華說，每個步驟都是中醫辯證

重要參數，但DeepSeek目前只能「問

」——這也是它的第二個侷限。AI

只能靠病人給它提供的資訊（prompt

）斷症，倘若資訊有所缺失，效果也

會天差地別。

二月初，在北京學習的花貓因為

工作去到江蘇南通，期間水土不服一

直拉肚子。他忽發奇想就來試驗下

DeepSeek，「你給他的訊息越多，你

能具象的話，越能看到你這個人」。

這位中醫師的思路是這樣的：先

告訴個人信息，包括生活的地方和現

在位置，讓AI結合地域思考，然後

先講主症「肚子痛」、報備這幾天幹

了什麼，再來說明次要的症狀；最後

請AI用「傷寒論」辯證系統分析。

花貓說，完整寫下來「大概有幾百字

吧」。

最後，他在DeepSeek推薦的用藥

上改動劑量，感想是：「喝完確實很

舒服」。

自行抓藥的風險
然而，大眾未必像花貓一樣會寫

、了解藥性，更不知當中隱含的風險

。深圳一個醫生在小紅書發文，說看

診時有病人帶?DeepSeek 開的藥方來

。他回家後反問DeepSeek：「我作為

醫生該怎麼辦？」

周華說，中醫常用藥主要有 600

多種，其中約 100 種為「藥食同源

」——比如淮山、枸杞子，它是藥材

也是食材；這些料一般都在街市買得

到。但像是麻黃、附子等藥性較強的

中藥，則需要執業中醫生開出處方和

中藥師審方，才能買到。

換句話說，有醫生、藥師守?監

管的最後一道門。但花貓直言，只要

量不多，藥不僅在藥店抓得到，而且

上網也能買，「只是你不能確定藥的

質量怎麼樣。」周華也坦言，不排除

有商家為賺錢違規，但他強調，業者

有責任遵守醫師的守則。

吃中藥中毒的事件屢有發生。在

香港，自 2008年到 2021年的 13年間

，懷疑服用中藥或中成藥中毒的個案

超過 4900宗。在研究團隊回顧的 500

個案中，有近三成服用「烏頭鹼」中

毒的，均是沒有諮詢中醫生自行用藥。

現時在中國，只有執業醫生和部

份專科護士能開出處方。根據中國現

行《醫療器材監督管理條例》等法律

，AI 也未被確認為法律主體，即發

生事故也不用承擔醫療責任。今年 2

月，湖南省醫療保障局發布《通知》

，明確規定網路醫院禁用AI生成處

方。

目前法律缺席，要避免AI醫療

的帶來風險，研發者和使用者有自己

的法門。

澳門科技大學創新工程學院工程

教授韓子天和團隊用了兩年時間研發

「中醫藥機器人」，目前做到「望、

問、切」和沖泡：機器人如自動販賣

機，上面裝了攝像頭、脈診儀。使用

者先拍照、把脈，再填好一系列問症

選擇題後，機器人就會推薦藥方，即

接沖泡出來。

韓子天介紹，機器最多能備1300

個藥方，主要用於調理、針對亞健康

和治未病（預防）。團隊目標將診斷

和沖泡自動一體化，推廣到醫院藥店

及覆蓋偏遠地區。

在設計時為了安全考量，他們先

給藥方定下三個「邊界」：最重要的

一點，是目前用的都是食品級的「藥

食同源」。「嚴格來說它是食品，算

是一些補充食品、健康食品，」 韓

子天說。

二是選用的方劑多出自中醫經典

名方，並先經過資深中醫師研判；三

是機器內置的AI是根據北京中醫藥

大學教授王琦的「中醫體質分類判定

標準」來設定問題，判別使用者體質。

目前，機器已經落地在廣州及中

山兩家醫院；因為法規不同，機器尚

未應用到澳門本地。值得注意的是，

韓子天強調根據法律，只有專業醫生

才配有處方權，所以機器落地拿的是

食品經營許可證，亦不能使用「診斷

」、「療診」、「醫藥」等的字眼

——現時機器人名稱為「AI 養生機

器人」，機器作的是「養生諮詢」。

對於聊天機器人的使用，韓子天

也留意到，當問題超出訓練數據時，

AI 經常會出現「幻覺」，給出虛假

資訊。他認為，如果大眾要用AI看

中醫，在請求藥物推薦時可以加上限

定詞，比如限定在藥食同源，「至少

安全一點」。

妙妙媽媽也有同樣想法。畢竟是

給幼兒調理，她讓AI推薦的主要都

是中成藥，自己還會先用過，「我覺

得中成藥是由千古名方演化而來，安

全度會高一些。」

不過據花貓觀察，DeepSeek目前

開的方子還算是保守安全，「它開的

藥無非的那幾種，如果你看多了，就

發現它的思路還是很機械的。」

「你要是怕冷，它可能大概就用

附子、桂枝、生薑，要是脾胃不好就

白朮、茯苓、人參。」花貓說，它一

般都是在常見的名方上修改，藥方沒

見用上毒藥，劑量也算安全，就算喝

多了，「最多也就是上上火」。

至於會否造成長遠傷害的問題，

花貓覺得人會有自控能力，「吃的這

個玩意不舒服，一般自己就會停（藥

）了。」但如果有人真的把它當作權

威而吃錯了，也只能怪自己：「怎麼

能相信一個機器呢？」花貓說。

人工智能輔助中醫
記者曾經測試DeepSeek，要它根

據給的症狀開出中藥方劑。

DeepSeek在回答開首有作風險提

示，說以下方劑強調僅供參考，「建

議先到中醫診所把脈確認體質後再使

用」。當被追問藥方是否有風險，它

回應：「??雖然此方劑是針對你的症

狀設計，但仍建議在中醫師指導下使

用」。

卓健覺得，中藥一向給人溫和不

傷身的印象，也正是因為這種錯覺，

人們輕視了中藥的危險性。「大家經

常覺得是無副作用、是天然的，所以

大家會很容易去買一些自己煲來吃，

很多時候都煲出事。」

在他看來，人們用DeepSeek開方

飲用的趨勢，如果換個概念看，其實

就像以前電視節目或報紙教煲「保健

湯方」——開方者未必十分了解清楚

大眾體質，大眾也不確定藥方是否適

合自己。他說，如今聊天機器人的出

現，只是令過去的現象和風險更普遍。

不過換到醫療應用層面，AI 目

前已被廣泛應用。

周華說，AI 和中醫結合的第一

個階段是「輔助」。他提到，去年由

中醫藥廣東省實驗室建設的「橫琴大

模型」已進入珠海醫院風濕科以及乳

腺腫瘤科，在診室與醫生共診、同步

收集訊息，實現「人機協同診療」。

他認為，未來AI將能實現單獨看診

，「但要等到法規方面同意」。

今年的中國「兩會」，也有全國

政協委員關注相關問題。四川大學華

西醫院教授甘華田建議，?應該?加快

AI 醫療立法進程，先後建立分級責

任制，明確醫療機構、醫生病人和

AI生產商的責任，並設立AI醫療監

管評估制度和制定技術標準等。

在香港，今年 3月開始，醫管局

亦在六間醫院試行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 AI），協助醫生讀取病人資料

和紀錄，並撰寫醫療報告。行政總裁

高拔陞強調，Gen AI只是「輔助工具

」，醫生最後要作修改及簽名核實，

並需對報告負責。

因為女兒身體好起來，妙妙媽媽

已經沒有再靠DeepSeek開方。整個體

驗下來，她覺得DeepSeek雖然厲害，

但還是有不足地方。

妙妙媽媽提到自己長期有上火便

秘的問題，吃過DeepSeek開的藥，沒

有大的副作用，但是效果也不明顯，

她覺得AI的判斷還比不上那些「很

厲害很專業」的醫生，「我覺得還是

要結合的。」(BBC)

DeepSeek看中醫：當 「AI醫生」無法
「望聞切」，開的藥方有哪些隱憂？

機器人如自動販賣機，上面裝了攝像頭、脈診儀。使用
者先拍照、把脈，再需填好一系列問症選擇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