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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給大家展示兩份研究報告： 

 

1）《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發表的研究報告表明，我們的日常飲食，

到底是預防疾病還是誘發疾病，對不同個體而言，結果是完全不同的。 

 

 



2）《Nature》發表文章表明，美國 10 大暢銷藥，每一個產生療效的患者（紅色），

都對應著 3-24 名沒有產生療效的患者（藍色）。這是多麼恐怖的數字啊！簡單平均計

算，藥物有效的命中率低於 7%，這還是美國，而且是暢銷藥。其他國家和非暢銷藥，

會是一個什麼境況呢？ 

 

 
 

以上報告揭示出，生命是一個複雜系統，每個個體之間的差異是巨大的。沒有什麼放

之四海而皆準、適合所有人的養生或治療方式。 

 

 

人人可以享受的大規模“量身定制”服務，是互聯網時代的產物。而“數字化”是大規模

“量身定制”的基礎和前提。如果我們不能把聲音、圖像、文字數字化，就不可能有平

台化的“騰訊”和“Facebook”，也就不可能有個性化的社交“朋友圈”。如果不能把商品、

支付數字化，就不可能有平台化的“阿裡巴巴”和“亞馬遜”，也就不可能有個性化的購

物體驗。 

要想為每一個人提供“量身定制”的健康方案，首先要把每一個人的生命狀況“數字化”。

說起與生命相關的數字指標，很容易聯想到醫院的體檢報告。醫院的體檢指標，大多

是為診斷疾病設計的，更多是“對症”，而不是“對人”，是工業化思路的產物，是為標

準化、規模化、快速診斷治療疾病而設計的指標體系。因此，用以治療為目的的體檢

指標來描述生命狀態，先天不足。 



 

 

要想精準管理健康，必須準確描述健康演變過程。 

大健康是一個全方位、全週期概念，一個人從生到死、從健康到疾病、從醫院內的診

斷治療到醫院外的院前預防和院後康復、從線上遠程溝通到線下診療，涉及生活的方

方面面，什麼是貫穿、支撐整個大健康產業的核心技術呢？那就是 — 數字生命技術。 

 



 
接下來我用碳雲智能的例子，和大家分享一下全球最先進的數字生命技術，達到了什

麼高度，以及數字生命技術廣闊的應用場景。 

 

碳雲的數字生命技術，由兩大系統構成。 

 
包括以下技術： 

 

1）生物多組學信息採集技術。包括基因組學、蛋白組學、免疫組學、微生物組學、代

謝組學等。碳雲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家，擁有完整組學技術的公司。其中的許多組學

技術，是碳雲獨家擁有的，具有很高的技術門檻。 

 

2）基於互聯網的行為及“感受類”信息採集分析技術。人類的生活行為，包括營養、運

動、睡眠……和身體感受，包括疼痛、疲倦、乏力、抑鬱等，對於描述一個人的生命狀

況及治療效果，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碳雲的美國子公司——Patientslikeme, 獨創了一

整套量化描述體系，通過互聯網，可以完整地搜集整理描述病人的各種行為及“感受”。

這套跟蹤描述體系，管理著上百萬病人。碳雲獨創的各種量化指標得到 FDA、醫生和

藥廠的高度認可，為觀察治療效果、精準用藥及改善治療方式，提供了巨大支持。 

 

3）基於穿戴設備的信息採集技術。碳雲創設的操作系統，可以對接市面上大多數穿戴

設備。當然，有些市面上沒有的穿戴設備，是碳雲自我研發的，比如智能馬桶等。 

 



 
碳雲的人工智能系統，是為每一個獨立個體創設的。背後的科學邏輯是，生命是一個

複雜系統，個體之間差異巨大，影響個體健康的因素是多樣的、非線性關聯的。碳雲

通過互聯網，為每一個人，建立專屬的 AI 系統。碳雲作為平台，將人類現有的對生命

科學的認知，作為底層知識引擎，植入 AI 系統，然後與每一個個體合作，共同打造針

對該個體本身的 AI 系統。個體將自己的生命信息不斷注入自己專屬的 AI 系統，系統

通過自我學習，不斷提升對特定個體健康狀況的認知能力，並相應生成針對性的精準

的健康方案。比如，一般而言，吃香蕉會導致血糖上升，但對特定個體而言，卻未必

正確。對別人有效的藥物，對自己也未必有效……每個個體注入到 AI 系統的信息越多，

使用時間越長，系統就越精準。由於系統是為每一個人創設的，原則上每個個體都可

以獨立保有自己的信息。 

 

 

 



 
先進的數字生命技術，為大健康產業，打開了廣闊的前景。 

 

 
 

有了數字生命技術，每個人都可以建立自己的動態“AI 數字生命檔案”。這個檔案是自

己的，是動態的，是完整的。它不僅包括傳統體檢報告，還包括持續的動態的生命信

息，更重要的是，該檔案背後，還有專屬自己的 AI 系統，可以及時分析各種行為模式、

治療方式與健康狀況的關聯關係。比如到底吃什麼對自己的血糖影響最大？吃這個藥

對睡眠的影響有多大等……有了自己的“AI 數字生命檔案”，自己就成了自己的健康專家。

可以及時準確地和親朋及醫生分享自己的健康情況。北大詹啟敏院士曾經說過，他理

想的醫患關係應該是這樣的：在診室裡，是兩個專家的對話。醫生是醫療專家，病人

是自己生活環境及心理狀況的專家。兩個專家的對話，才能把病斷準，兩個專家的合

作，才能把病治好。碳雲提供的個人“AI 數字生命檔案”，為每個人提供了一套方便、

高效、準確的工具系統，極大地方便了個人的健康管理行為。 

 

有了 AI 數生命檔案，醫療不再只是院內的治療行為，而是院前預防和院後康復渾然一

體。 

有了 AI 數字生命檔案，營養不再是人雲亦雲，而是根據自身狀況，量身定制的營養方

案。 

有了 AI數字生命檔案，運動不再是標準動作，而是因人而異。 

有了 AI數字生命檔案，美容不再是簡單跟風，而是我的皮膚我做主。 

有了 AI數字生命檔案，育兒不再是和人家的孩子比，而是和自家孩子的最佳狀態比。 

有了 AI 數字生命檔案，照護病患和老人不再力不從心，即使遠在天邊，對老人、孩子

或病人的牽掛，都將不再無所適從，無能為力。 



有了 AI 數字生命檔案，將大幅度減低保險公司和投保人的利益衝突，越來越多的保險

公司，把對投保人的健康管理與保費掛鉤。保險公司成了投保人的健康管理師，投保

人越健康長壽，保險公司受益越大。 

 

 
回頭再看開始的幾個問題，答案在哪裡？在每一個人的“AI 數字生命檔案”內。核心就

是數字生命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