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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在急救时医患沟通能力培训中的应用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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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ChatGPT）模拟急救医患沟通培训对低年资住院医师沟通能

力的影响，比较不同级别医师在急救场景中患者满意度的差异。方法 采用前瞻性对照研究方法，选择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胸科医院 32 名新入职住院医师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接受过培训的住院

医师组和未接受过培训的住院医师组，每组 16 名，以同期本院 16 名主治医师（主治医师组）作为对照。新入

职接受过培训的住院医师组接受为期 1 个月的 ChatGPT 模拟急救场景沟通培训，内容包括多语言对话、情感

支持及跨文化沟通训练。通过匿名问卷收集患者对沟通清晰度、态度亲和力、情绪支持及信息完整性的评价，

比较各组医师患者满意度评分的差异。结果 与未接受培训的住院医师组比较，主治医师组和接受过培训的

住院医师组患者满意度评分明显升高（分：4.50±0.28、4.45±0.25 比 3.80±0.41，均 P＜0.05）。结论 ChatGPT 

模拟培训可明显提升新入职住院医师的急救医患沟通能力，建议推广至临床教学以优化医患互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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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mpact  of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ChatGPT)-based 
simulated  emergency  medical  communication  training  on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junior  residents  and  compare 
patient  satisfaction  differences  among  physicians  of  different  seniority  levels  in  emergency  scenarios. Methods A 
prospective  controlled  study  was  conducted,  enrolling  32  newly  hired  junior  residents  from  Shanghai  Chest  Hospital 
Affiliated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a  trained  junior  resident 
group  and  an  untrained  junior  resident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16  physicians  in  each  group.  
16 attending physicians  (attending physician group)  from the same hospital during  the same period served as controls. 
The  trained  junior  resident  group  underwent  a  1-month  ChatGPT-based  simulation  training  covering  emergency 
scenarios,  including  multilingual  dialogue,  emotional  support,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atient  satisfaction 
was  assessed  via  anonymous  questionnaires  evaluating  clarity  of  communication,  empathy,  emotional  support, 
and  information  completeness.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patient  satisfaction  scor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physician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untrained  junior  resident  group,  the  trained  junior  resident  group  and 
the  attending  physician  group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patient  satisfaction  scores  (4.50±0.28,  4.45±0.25  vs. 
3.80±0.41,  both  P  <  0.05). Conclusion ChatGPT-based  simulation  training  significantly  enhances  emergency 
medic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junior resident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ntegrating ChatGPT into clinical teaching 
could optimize patient-physician interac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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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的沟通是减少医患矛盾的前提条件，尤其在临床

急救过程中，由于患者及家属情绪紧张、焦虑，将进一步降

低医患沟通的顺畅程度。年资较低的住院医师因缺乏医患

沟通和急救经验，导致在急救发生时不能进行良好的医患沟

通，故拟定行之有效的培训方案成为需要落地实施的内容。

近年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聊天生成预训练

转换器（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ChatGPT）的

兴起已对医学教育在内的许多行业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

为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ChatGPT

是指从其训练的参数中创建或生成新内容的 AI，是一种高

级语言模型，它利用深度学习技术对自然语言输入产生类似

人类的响应［1］。ChatGPT 在约 3 000 亿个单词上进行交流，

能在广泛的话题上进行对话［2］。通过使用庞大的文本数据

库，ChatGPT 能捕捉人类语言的细微差别和复杂性，使其在

广泛的提示中生成适当和上下文相关的响应［3］。因此，积极

探索应用 ChatGPT 通过虚拟患者练习沟通能力很必要。

1 急救时医患沟通能力的重要性 

  急救环境下，患者多处于高度应激状态，医生需快速评

估病情、制定治疗方案并高效沟通。急救工作的核心是通

过高效精准的交流，快速获取患者关键信息并以适当语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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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语言对话，提升住院医师多语言沟通能力，以应对急救

时可能出现的跨文化医患交流挑战。

3.4  情感识别与应对：急救工作往往不是简单的疾病诊治

工作，所面临的患者情绪情感状态复杂多样。ChatGPT 可通

过分析住院医师在沟通过程中的语言和语调，帮助住院医师

更好地应对患者及其家属的情绪波动。很多人对 ChatGPT

应对情感情绪持有质疑态度，但早已有精神科医生做过研究

以评估其情感识别及应对能力。做为可以自身不断学习，提

高模仿能力的 ChatGPT 通过多次接触语言环境后，其情感识

别可以得到显著提高［12］。在急救环境中，患者的情绪往往

复杂多变，ChatGPT 可帮助住院医师识别对方的情绪变化并

进行适当回应，使其在复杂的情感场景中保持冷静，提供富

有同理心的回应。

4 ChatGPT 培训医患沟通能力的实践研究 

  选择本院 32 名新入职的住院医师作为研究对象，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接受过培训的住院医师组和未接受过培

训的住院医师组，以同期本院 16 名主治医师（主治医师组）

作为对照。新入职接受过培训的住院医师组接受为期 1 个

月的 ChatGPT 模拟急救场景沟通培训，内容包括多语言对

话、情感支持及跨文化沟通训练。3 组医生在同一急救工作

场景中进行为期 3 个月的接诊工作，每位医生平均接诊约 

50 例患者。接诊结束后，通过匿名问卷调查患者对医生沟

通清晰度、态度亲和力、情绪支持与信息完整性等方面的满

意度评分，评分为 1～5 分。结果显示，主治医师组和接受过

培训的住院医师组患者满意度评分均明显高于未接受培训

的住院医师组（分：4.50±0.28、4.45±0.25比 3.80±0.41，P＜
0.05）。这些结果表明，通过 ChatGPT 模拟标准化患者进行

的医患沟通培训能有效提升新入职住院医师的沟通能力，使

患者满意度水平接近具有丰富经验的主治医师。这项研究

支持在临床培训中引入 ChatGPT 的沟通训练，以提高整体医

疗服务质量。

5 应用 ChatGPT 进行培训的优势及局限性 

  ChatGPT 在医患沟通培训中有明显优势，但也有局限

性。它能实时反馈能力支持和即时文字响应，提升沟通技巧

练习效率，但首次对话时仍缺乏情绪和非语言表达，真实感

有所不足。在多场景模拟中，ChatGPT可设置多样急救情境，

增强应对策略练习，但依赖文字描述，难以还原真实紧张氛

围。通过情绪化角色模拟，可提升同理心和情绪安抚能力，

但对复杂情绪及非语言反馈的表现仍显局限。其灵活性和

高效性可降低培训成本，但缺少真实患者的不可预见性，可

能限制了学员的应变能力。数据记录功能有助于总结改进，

但局限于文字反馈。

6 目前 ChatGPT 模拟程度评估及未来展望 

  现阶段 ChatGPT 由于对自然语言理解的进步，促进了

虚拟标准化患者（virtual standardized patient，VSP）的发展，

这些患者在会话能力方面可能很快与人类真实患者相媲美。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引进标准化患者的训练模式将比传

统培训模式能更大程度上提高住院医师的临床技能以及

递医疗内容。沟通障碍可能导致信息遗漏，延误诊治，影响

医疗质量。良好的沟通能力能缓解患者紧张情绪、增强信

任与治疗依从性，同时降低医患冲突风险。

2 住院医师医患沟通能力的不足 

  初入临床的住院医师常因专注专业知识，忽视沟通技

能，在急救高压环境中易表现信息采集不足、同理心缺乏及

沟通效率低下等情况［4］。一项针对南京中医药大学的调查

显示，仅 54.45% 的学生接受过相关培训。住院医师轮转培

训亦多侧重临床操作，忽视人文素养［5］。急救环境是医疗

纠纷高发场所，主要原因多为关怀缺失和沟通不足。研究表

明，通过 Roter 互动分析系统发现，充分的沟通准备、畅通的

信息交流和恰当的情感互动，不仅能有效预防医疗纠纷，还

可提升患者满意度［6］。良好的医患沟通是顺利开展医疗工

作的关键，关系到构建医患信任、提高治疗依从性及精准制

定诊疗方案，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离不开良好的沟通能力。

3 ChatGPT 应用于医患沟通教学训练 

  ChatGPT 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展现了强大的能力，可

模拟各种场景中的对话。一项研究评估了 ChatGPT 作为医

学教育工具的潜力，结果表明，ChatGPT 相当于三年级医学

生的水平［7］。鉴于其生成语言模型对医学教育未来的重要

性，人们可以利用它培养住院医师的医患沟通能力。现就

ChatGPT 在医患沟通训练中的具体应用阐述如下。

3.1  模拟患者对话场景：ChatGPT 可模拟急救活动中各种

常见的沟通场景，如突发心脏病、创伤、突发意识障碍等。

通过这些模拟，住院医师可反复练习如何快速、准确获取病

史、解释病情、告知治疗方案并处理患者的情绪反应。这些

虚拟场景能帮助医生在面对真实患者时更加从容自信。

  有研究表明，AI 模拟情景对话在医疗教育中有积极的

作用［8］。通过将 ChatGPT 与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

技术相结合，构建了能模拟真实医患互动场景的虚拟患者

系统。相关研究显示，这种基于 AI 技术的临床培训工具在

提升医学生临床沟通能力及诊疗技能方面展现出显著成 

效［9］。在沟通技能培训背景下使用 ChatGPT 的第二个目的

是以文本或音频格式分析通信数据，并提供模拟患者的反馈 

结果［10］。

3.2  即时反馈与改进：与传统的模拟患者对话不同，

ChatGPT 可提供即时的反馈，帮助医生了解其沟通中的不足

之处。通过对话分析，ChatGPT 可指出医生在沟通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问题，如语言过于专业导致患者难以理解或缺乏情

感支持让患者感到疏离。基于这些反馈，医生可针对性地改

进自己的沟通方式，不断优化医患交流的效果。

3.3  多语言、多文化、不同年龄层沟通训练：在现代医疗

环境中，住院医师常需要面对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的患者。

ChatGPT 可提供多语言支持，帮助医生在不同语言和文化背

景下进行沟通练习。不同年龄层患者的沟通技巧是完全不

同的。在一项关于产前咨询的前瞻性研究中，通过 ChatGPT

扮演不同状态患者家属的情景进行对话，结果表明，其可通

过扮演不同类型的患者家属来进行沟通培训［11］。通过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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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能力［13］。已有团队开发了 AI 系统中的 VSP，2018 至 

2021 年，针对 620 名一年级医学生进行了 AI 模拟的 VSP 对

话练习。根据医学生的反馈，该 VSP 系统语言准确率已经达

到了90%，并且大多数学生认为VSP练习是一次有价值的经

历。随着新颖的混合对话系统的不断完善，ChatGPT 的 VSP

系统终将以真实人类患者水平正确回答学员的问题［14］。 

另外一项包含 61 名学员的对照研究中，对话 VSP 模型对同

一病例进行了 4 次重复评估，结果显示，其响应率超过 92%，

且评估准确率与人类对话患者的培训水平相当。该研究通

过优化提示词明显提升了模型的临床准确性，验证了其在医

学教育场景中的实用价值［15］。类似研究关于评估 ChatGPT

对骨科全髋关节置换术的一些常见问题的回答中，用循证方

法对每个响应的准确性进行了分析，其中一些回复需要细

微澄清，但大多数回复通常是相吻合的［16］。这也说明使用

ChatGPT 进行专业培训的可行性。

  然而，ChatGPT 作为纯文本交互工具，难以模拟真实患

者的非语言反馈（如表情、肢体语言和语气），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情感共鸣和实际沟通技巧的培养。在真实沟通中，患者

的非语言信号是医护人员判断情绪和调整策略的重要依据，

ChatGPT 缺乏这些动态交互能力，影响了训练的真实性。另

外，它无法超越现有知识的推理，可能生成不正确的信息或

偏见，破坏了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还可能存在医学生

和研究人员使用 ChatGPT 进行考试和作业作弊，以及泄漏患

者隐私等道德问题［17］。

  为克服这些局限性，可以通过引入多模态技术〔VR/ 增

强现实（VR/augmented reality，VR/AR）〕、情绪监测与实时反

馈系统、层次化场景设计及真人模拟练习等方式，增强沟通

场景的沉浸感和情绪反馈能力。未来，理想的医患沟通培训

系统应结合多模态交互和情感识别技术，全面模拟患者语

言、表情和肢体动作，提供深度互动体验，从而有效提升学

员在真实临床环境中的沟通能力，助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7 结 论 

  ChatGPT 为住院医师的医患沟通能力培养提供了全新

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显示出对提高医患沟通能力有显著

影响。在未来，随着 ChatGPT 技术的不断进步，急救医学教

育中医患沟通培训有望变得更加高效且富有成效。医生不

仅需要提升医学技能，还需在与患者的沟通中更加从容应

对，真正做到“医者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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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过广告审批后的广告中存在不规范医学名词术语未予更改的声明
  依照广告审批的相关规定，按照广告厂家的要求，本刊刊登的血必净、力文广告图片和内容均按照广告审查批准文件的

原件刊出，故广告内容“成份”未修改为“成分”，“适应症”“禁忌症”未按标准医学名词术语修改为“适应证”“禁忌证”，时间

单位仍用汉字表示，剂量单位“ml”未修改为“mL”，“kcal”未修改为“kJ”，“其它”未修改为“其他”，“甘油三酯”未修改为“三

酰甘油”。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