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在難以想像！製藥公司Moderna在短短41天內便完成鑑定、分離和整個新冠病毒的排序，並交付了候選疫苗。最重要的

是，該公司能在2020年1月至2月完成上述所有工作，而這正正是全球多個地區開始實施封鎖之前的一個月1。

多得人工智能（AI）的算法，再結合先進的分析，這才得以實現。但為甚麼我們不應感到驚訝呢？

在生物科技中使用人工智能的趨勢已有數十載

人工智能的概念已存在了數個世紀，但直到艾倫·圖靈（Alan Turing）想到激發計算機的智能行為和批判性思維時

才得到廣泛關注。此後人工智能的算法發展越趨複雜，例如機器學習（ML）、深度學習（DL）和計算機視覺等。儘

管在1970年代至2000年期間外界對人工智能的資金投入減少，但行業的先驅持續彼此協作發展，特

別是在醫學人工智能（AIM）領域。其時人工智能已經先進到一個地步，可以讓醫生互相分享有關特

定疾病、潛在病因和患者情況等資訊，CASNET或MYCIN等各種系統都可以提供合適的治療建

議。正正是上述算法的發展，使這一切能夠成為現實2。

到了2003年，業界完成了第一個人類基因排序。這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前後共花了13年時 3 

間和30億美元才能達成 。轉眼到了2021年，相關成本已降至不到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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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也因而激增。到了這個階段，我們需要利用人工智能

和先進算法來延續這項非凡的科學進步。而事實上，在許

多方面這已經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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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推出的人工智能解決方案參與其中：

•進行基因組排序，以解碼新型冠狀病毒

•複雜的數據處理和共享（機械學習和深

度學習）

即時動員研究、

資源和資金 全球科學合作

簡化臨床研究

和試驗

參與已進行了數

十年研究的新型

mRNA疫苗類型，

並且比上一代疫

苗更快捷容易          

地生產

有了人工智能，一些非凡事情也變得輕而易舉

現時生物科技已廣泛運用人工智能。根據《遺傳工程與生物科技新聞》，人工智能已用於「藥物標靶識別、藥物篩選、圖

像篩選和預測模型，也用於梳理科學文獻並管理大量生成的重要臨床試驗數據」4。

微軟和諾華合作建立了 

一個旨在發明藥物的虛擬

創新實驗室。他們計劃將

其人工智能技術用於藥物

研究和個人化藥物7。 

谷歌與醫院網絡 

Ascension合作，以獲取     

美國數以百萬份的健康             

紀錄6。

IBM的人工智能平台         

IBM Watson與EBSCO             
合作，於臨床內容的行業評

價，以及橫跨多個專業和            

疾病專題的科學文獻評論中

獲取數據8。

谷歌啟動了DeepMind  
項目，並與賽諾菲合作，

建立了一個全新的虛擬         

「創新實驗室」，專注於

數據科技和數碼健康 5 。

 

大型科技公司正迅速

進入市場，以提供所

需的人工智能技術。

 

數據的獲取相當重要，    

因為足夠的數據才能成

就人工能智蓬勃發展

──數據越多、人工智能

的表現就越好

科技巨頭與生物科技領域製藥行業之

間的合作只是剛剛開始，可以為未來醫

學的研發另闢溪徑，並大大改善我們對

癌症等疾病及已有治療方法的認知。

新冠病毒疫苗如何能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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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已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商品

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我們能較以往更快地發明新藥。人工智能快速處

理數據和模擬結果。

曾經需要數十年才能發明的藥物，如今的開發時間大大縮短。透過虛擬

模擬，可以節省數十億美元的臨床試驗費用。

人工智能可以善用病人數據，透過模擬化學的相互作用，並根據病人的

基因組和病歷預測其反應。在對抗一些仍然困擾著人們的疾病時，人工

智能也能為醫學界提供真正的優勢。人工智能不只是技術那般簡單，而

是成為了一種科學上不可或缺的商品。

藥物將變得更個人化和訂制化

我們看到在藥物上最重要的進步，很可能是個人化和更精準的醫學，

而當中人工智將發揮重要作用。

如果可以針對病人的遺傳病歷和健康狀況，對藥物進行個人化的設

定，則可以大大降低副作用，令治療更加有效。這可以為患有癌症和

愛滋病毒等疾病的病人帶來莫大益處。不可預測和具有破壞性的雞

尾酒療化將不再使用，改善病人的生活質素和生存機會。

數據成就人工智能蓬勃發展

要使人工智能蓬勃發展，就必須具備適當的條件，而這來得正是時候，

因為現在我們正生成出大量數據。

根據IDC的研究，全球範圍內的數據將從2018年的33ZB增長到2025
年的275ZB。從這個角度來看，以平均的高速互聯網連結計算，若要下

載所有數據，便要花18億年時間9。

人工智能之所以備受生物科技行業所擁抱，是因為其處理龐大數據集

的能力。包括遺傳病歷、過敏病歷及電子健康記錄等病人資訊，現在

都有了新用途，而這些是以往醫學上無法實現的境界，個人化藥物就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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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生和輝瑞等公司已經使用IBM Watson來分析病人數據，並對他們推薦更好的治療方案10。

在腫瘤學方面，IBM Watson能夠分析臨床筆記和報告中的結構化和非結構化數據的含義和前文後理，這對於如何選

擇合適的治療方法可能相當重要。透過將患者檔案中的數據結合臨床專業知識，再加上外部研究和數據，便可找出對

患者最佳的治療方法11。

IBM還推出了一種具有分析推理功能和廣泛臨床知識的認知醫學助手──Medical Sieve。此服務用於放射學和心臟

病學的臨床決策，並可以分析放射圖像，更快捷可靠地偵測問題12。

要以具成本效益落實個人化和更精準的藥物工作，我們需要無數的顛覆科技。因此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再加上人工智

能的發展，有望真正改寫遊戲規則。

人工智能正以十年前無法想像的方式進佔生物科術領域。可以說這只不過是開始，未來的發展潛力不容少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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