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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誤區

● 生成式人工智慧可以加強傳統方法的能力，但很少提供額外的能力

● 除非有適當的資料，否則Gen AI 無法交付結果

● 生式人工智慧只是一個工具，在典型的任務中，採用生成式工具只佔整個工作少於

15% 的工作量，大多數工作涉及使模型適應公司的內部知識庫和用例。

● 生成式工具應該要逐步步署，而不是一步到位



人工智慧是新『電力/能源』

● 能源自古以來就是產業的驅動力
○ 人力->獸力->蒸氣->電力

● 燈泡/電動馬達於 1870 年代發明

● 到 1900 年，電力驅動的製造業不到 5%

● Why?



不只是用電動馬達取代蒸氣機

● 工廠的佈局改變了
○ 蒸氣機使用一系列皮帶、滑輪、齒輪和軸把位於中心的巨大蒸氣機之動力分配到每一台機器上

○ 使用電動馬達可以位生產流程重新規畫位置，提高生產生

○ 需要重建工廠

● 工人的技能要求改變了
○ 電動馬達需要的操作技能更加依賴電氣知識

○ 需要新的專業角色，蒸氣機的技術員不一定能直接轉型

● 成本問題
○ 重建工廠或重新招聘工人都需要很高的成本



典範轉移的困難和機會

● 我們可能不會立即看到全行業生產力的大幅提升

● 正確的路徑並不明確

● 人工智慧可以為製藥業提供百年一遇的機會來解決長期存在的障礙

● 就像 1910 年代的工廠主堅持使用蒸汽是愚蠢的一樣，製藥公司不認識人工智

慧的變革潛力也是不明智的



什麼是人工智慧

● 歸納式學習
○ 人工智慧採用歸納的方式學習，不像傳統程式那樣需要明確的條件設定。透過大量範例的訓練，

AI系統能自動找出資料中的規律。
● 數據驅動

○ 人工智慧依賴大量的數據來訓練，通過這些數據模型可以建立預測或分析能力。資料的品質和多

樣性直接影響AI的準確度。
● 模型訓練與推論

○ 適應性和自我改進

○ 通用性應用

● 模糊邏輯與容錯能力
○ 相較於傳統程式需要明確條件，AI擅長處理不確定性及模糊的數據，具備更強的容錯能力，因此

能在較複雜的情境下運作。



什麼是生成式人工智慧

● 創造新內容
○ 傳統 AI  是教電腦做選擇題，生成式 AI 是教電腦做申論題

● 創新和輔助創作
○ 不只做知識提取，還能協助人們產生創意

● 高效自動化
○ 可替代人類做重複性工作

● 個性化生成
○ 產生的結果可以做非常深度的客制化



什麼是大語言模型

● 透過從大量圖形，語音，文本的原始資料，學習其中包括的知識

● 學習結果有非常大的通用性

● 其實正確的名稱應該是『大模型』，語言只是其中這一類方法可以學習到的知識之一



人工智慧方法的優勢

● 適應複雜與非線性關係
○ 傳統公式模型在面對高度非線性或多變數情境時，常需要額外的手動處理和假設

● 資料量的適應性
○ 傳統模型則常因參數限制或計算複雜度而無法直接利用大規模資料

● 自動化特徵學習
○ 大量複雜的資料難以使用簡單模型估計，必須抽取特徵後才能建模

● 彈性和通用性
○ 不同資料必須重新建立模型

● 快速更新和迭代
○ 每次資料更料可能需要重新抽取特徵和建模



人工智慧優勢領域

● 金融風險分析與交易

● 自然語言處理

● 自動駕駛與交通預測

● 電信與網路流量管理

● 醫療診斷與病情預測

● 藥物設計和抗體設計

● 知識傳播



製藥市場中的生成式人工智慧

● 波士頓顧問集團已經確定了生成式 AI 在生物製藥領域的 130 多個潛在用例，從使用

健康記錄資料進行病患識別到自動醫療文字產生和數位銷售代理。該公司特別指出了

五個最有前途的情境

○ 更快的藥物分子設計

○ 自動化醫療文件產生

○ 透過增加日常任務，增強的品質管理

○ 更有效的內容創建、個人化和改編

○ 簡化審查流程



藥物發現與開發

● 從現有分子庫中篩選
○ 篩選與目標的相似分子

○ 結構活性關係分析

○ 高通量篩選（HTS）與虛擬篩選（VS）
● 設計新的分子

○ 基於結構的藥物設計

○ 基於配體的藥物設計

○ 分子動力學模擬和毒性預測



修改藥物化合物以獲得更好的結果

● 人工智慧就會幫助完善其結構

● 確保可能的治療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將現有藥物重新用於新的治療用途

● 節省臨床試驗的時間及費用

● 人工智慧能夠探索現有藥物的新治療潛力



簡化實驗記錄和分析

● 藥物開發測試會產生大量數據

○ 數據的格式和品質有時難以控制

● 生成式人工智慧透過自動化試驗追蹤來簡化這一過程。

○ 它產生簡明的摘要和報告

○ 提高記錄保存和效率

○ 快速存取關鍵細節

○ 有助於做出明智的決策



人工智慧在臨床試驗上的角色

● 識別合適的患者類型
○ 最有可能對治療產生反應的人
○ 透過使用“數位雙胞胎”，它模擬了安慰劑組，從而減少了對照組的規模
○ 加快同意過程

● 潛在地減少對動物測試的依賴並加速臨床前階段
● 文本摘要工具會分析大量數據以獲得關鍵見解
● 重塑研究人員追蹤和管理試驗的方式

○ 即時更新
○ 註冊人數和關鍵里程碑
○ 試驗進展的簡明摘要



加強疾病識別及個人化醫療

● 人工智慧分析大數據集的能力正在改變診斷和疾病識別。
○ 它在檢測模式、
○ 異常和相關性方面的熟練程度超出了人類的能力。
○ 這可以實現更快、更準確的診斷並減少臨床醫生的錯誤。
○ 雖然人工智慧不會取代醫生，但它可以作為一種強大的支援工具。
○ 這種幫助可以使醫療保健民主化，使全球都能獲得優質照護。

● 人工智慧也處於個人化醫療的前沿。這種方法根據
○ 個人基因譜和其他因素客製化治療方法。
○ Gen AI 演算法專門為某些患者群體開發藥物。

■ 這種客製化可以提高治療效果並減少副作用。透過產生適合個人需求的
分子，人工智慧將藥物設計的精確度提升到了新的水平。



藥品行銷和銷售

● 高度個人化的內容

● 根據個人需求編寫藥物機制的詳細描述或解釋治療效果

● 確保內容的監管合規性

● 對臨床醫生的反應進行深入分析

● 預測藥品需求

● 優化生產計劃



藥品提供者和使用者教育

● 使用者會從多元管道取得『藥品』

○ 如何了解

● 使用者也會從多元管道取得『資訊』

○ 真實性/有效性/過度解讀

● 人工智慧可以協助使用者辨別資訊的真實性

○ 客製化和真實性的取捨

○ 可以使用 RAG 加上客制化的代理人模型在真實性和客制化之間取得平衡



人工智慧對製藥的正面影響

● 即時不良事件監測

● 自動產生和提交監管文件

● 研發資源智能配置

● 改進專利佈局和藥品生命週期管理

● AI 增強的藥物重新定位

● 製造業中人工智慧驅動的預測性維護

● 生物醫學文獻智能分析



製藥公司人工智慧之旅的障礙

● 監管和合規挑戰

● 資料隱私和安全問題

● 初始投資成本高，整合複雜

● 人工智慧模型中的偏差和不準確性

● 黑箱決策

● 持續維護和更新要求

● 跟上人工智慧發展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