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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探讨人工智能（AI）工具辅助科研工作对医学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影响。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

AI工具辅助科研问卷、科研效能感量表、批判性思维能力量表和科研创新能力量表，对安徽省 4所医学本科高校的医学硕士

研究生 713人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使用过 AI工具辅助科研的医学硕士研究生占比 87.66%（625/713），其中使用 AI工具

辅助科研频次从很少使用到频繁使用依次占比 10.56%（66/625）、21.92%（137/625）、44.16%（276/625）、16.16%（101/625）和
7.20%（45/625）；使用 AI工具辅助科研的熟悉程度从非常不熟悉到非常熟悉依次占比 4.48%（28/625）、11.52%（72/625）、
50.08%（313/625）、27.20%1（70/625）和 6.72%（42/625）。与未使用过 AI工具辅助科研的医学硕士研究生相比，使用过 AI工具

者科研效能感、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均明显提升（P<0.01）。相关分析显示，AI辅助科研使用情况与科研效能感、

批判性思维能力、科研创新能力之间均呈两两正相关关系（P<0.01）。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科研效能感和

批判性思维能力在使用 AI工具辅助科研和科研创新能力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42.08%。结论：使用

AI工具辅助科研有助于提升医学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赋能，医学硕士研究生使用 AI辅助科研的广度和深度

需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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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ool-assisted  scientific  research  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of medical master students. Methods: General data questionnaire, AI tool-assisted research questionnaire,
research efficacy scal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scal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scale were used to conduct a cross-
sectional  survey  of  medical  master  students  in  4  medical  universities  in  Anhui  province. Results:  Proportion  of  medical  master
students  who used AI tool  to assist  scientific  research was 87.66%  (625/713),  and the proportion of  frequency of  using AI tool  to
assist  scientific  research  ranged  from rarely  to  frequently,  accounting  for  10.56%  (66/625),  21.92%  (137/625),  44.16%  (276/625),
16.16% (101/625), and 7.20% (45/625), respectively. The familiarity level of using AI tool to assist scientific research ranged from
very unfamility to very famility, accounting for 4.48% (28/625), 11.52% (72/625), 50.08% (313/625), 27.20% (70/625), and 6.72%
(42/625), respectively. The research efficacy,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of medical master students who
have used AI tool to assist  research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ose have not used AI tool (P<0.01).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pairwis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se  of  AI  tool-assiste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research
efficacy,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P<0.01).  The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mediating
effect testing implied that research efficacy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played a chain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use of AI tool to
assist research and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with mediating effect accounting for 42.08%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s: The use
of AI tool to assist scientific resear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of medical master students, and
achieve  technical  empowerment.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AI-assisted  scientific  research  for  medical  master  students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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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发展，AI逐渐应用于

各行各业[1 – 4]。在医学领域，从医疗诊断到学术研

究，AI应用范围日益广泛[5 – 6]，特别是在医学教育

领域和医学科研领域，AI展现了极大的潜力[7 – 8]。

创新能力培养是研究生培养目标中的重要指标之一。

近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如何提升

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是高等学校和科研院关

注的焦点[9]。

创新能力是指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产生创新

构想或新的问题解决方案，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的

能力[10]。科研创新能力则是指研究者通过长期积

累知识、进行科研实践与发展科研能力，能够产出

具有新颖性、社会价值的学术产品或学术服务的能

力[11]。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包括科研生产力（发

表论文的数量、质量、重要性、影响力等外显可测

量的创新成果）和科研创造力（内隐的、概括的创新

思维和品质）等方面[12 – 14]。本研究借鉴马立超等[15]

观点，将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划分为科研思维、

科研实践、科研品质和科研成果 4个维度。

对于 AI赋能科研创新发展，当前学术界存在不

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可通过提供快

捷的文献综述、准确的代码书写、自动化的数据分

析、智能化的研究辅助等方式，激发研究者的创新

思维，帮助研究者高效开展科研工作，提升科研工作

者的科研效能感、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

及创新绩效，学界称之为“技术赋能”
[16 – 18]；另一

种观点认为，研究者依靠 AI代写综述、代写研究设

计，甚至代写论文，这些过度依赖的行为可能会导致

研究者缺乏主动思考和创造力，降低研究者的科研

效能感、批判性思维能力，影响研究者科研能力的全

面发展，降低科研绩效，即“工具依赖”
[16,18]。本研

究以安徽省医学本科院校医学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

象，基于自我效能感理论、批判性思维理论探讨 AI
工具对科研创新能力的影响是“技术赋能”或“工

具依赖”，以期为挖掘 AI工具赋能科研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 2024年 3—5月对安徽省 4所医学本科院校

的在校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对象均为科学学

位硕士研究生。共回收问卷 1 041份，有效问卷 713
份，有效率 68.49%。其中，男 304人，女 409人；年龄

21 ~ 33岁；研一 140人，研二 381人，研三 192人；临

床医学专业 160人，护理学专业 141人，影像学 120
人，药学 115人，流行病与统计学 99人，麻醉学 78人。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团队自行研究设计，

包括性别、年龄、专业、年级、学位类型等。 

1.2.2　AI工具辅助科研情况调查表　包括以下题

项：（1）是否使用过 AI工具辅助科研（如豆包、讯飞

星火、文心一言、Kimi、ChatGPT或其他）？选“是”

计 1分，“否”计 0分；（2）日常使用 AI辅助科研频

次，包括很少使用（每半年及以上使用）、较少使用

（每 3个月使用）、一般使用（每个月使用）、较多使

用（每周使用）和频繁使用（每天使用），依次计 1 ~
5分；（3）对 AI工具熟悉程度，包括非常不熟悉、不

熟悉、一般、熟悉和非常熟悉，依次计 1 ~  5分；

（4）使用 AI工具辅助科研目的，包括查阅文献/帮助

阅读总结文献、生成代码/修正代码/故障排除、帮助

研究设计、帮助撰写论文、帮助语言润色、帮助分

析数据、帮助获得科研灵感、准备日常组会汇报/演
示材料 8个题目，采用 5级评分，从十分不符合到十

分符合分别计 1 ~ 5分。 

1.2.3　科研效能感量表　采用 FORESTER[19] 编制

的科研效能感量表，共 5个题目，采用 Likert 5级评

分法（1 = 完全不符合，5 =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

示科研效能感水平越高。本次研究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933。 

1.2.4　批判性思维能力量表　在彭美慈等[20 – 21] 研

制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量表基础上进行改编，包括评

估、分析、推断、反思和系统化能力 5个维度，共 15
题。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本次研究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906，5个维度的 Cronbach ′α系数范围为

0.878 ~ 0.936。 

1.2.5　科研创新能力量表　借鉴马立超等[15] 研制

的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量表，从科研思维、科研实

践、科研品质和科研成果 4个方面设置 16道题项。

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改编后量表的 Cronbach′α
系数为 0.888，4个维度的 Cronbach ′α系数范围为

0.859 ~ 0.913。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

析和 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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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研究变量得分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22] 对 AI工具辅助科

研情况、科研效能感量表、批判性思维能力量表和

科研创新能力量表的评分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共计析出 16个因子的

特征值 > 1，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21.328%
（<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有统计学意义的共同方

法偏差。 

2.2　医学硕士研究生使用AI工具辅助科研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样本中，从未使用过 AI工具辅助科研

的医学硕士研究生 88人（12.34%），使用过 AI工具

辅助科研者 625人（87.66%）。使用过 AI工具者中，

使用 AI工具辅助科研频次从很少使用到频繁使用

依次占比 10.56%（66/625）、21.92%（137/625）、44.16%
（276/625）、16.16%（101/625）和 7.20%（45/625）；使
用 AI工具辅助科研的熟悉程度从非常不熟悉到非

常熟悉依次占比 4.48%（28/625）、11.52%（72/625）、
50.08%（313/625）、27.20%（70/625）和 6.72%（42/625）；
其使用 AI工具辅助科研目的情况见表 1。与未使

用过 AI工具辅助科研的医学研究生相比，使用过

AI工具者科研效能感、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科研创新

能力得分均明显提高（P < 0.01）（见表 2）。
 
 

表 1    医学硕士研究生使用 AI工具辅助科研目的情况表（n = 625）

使用目的
得分 [n；构成比 (%)]

十分不符合 不符合 符合 很符合 十分符合

查阅文献/帮助阅读总结文献 0 0 512（81.92） 60（9.60） 53（8.48）

生成代码/修正代码/故障排除 0 0 487（77.92） 74（11.84） 64（10.24）

帮助研究设计 101（16.16） 342（54.72） 101（16.16） 63（10.8） 18（2.88）

帮助撰写论文 16（2.56） 46（7.36） 457（73.12） 49（7.84） 57（9.12）

帮助语言润色 0 0 521（83.36） 50（8.00） 54（8.64）

帮助分析数据 12（1.92） 19（3.04） 512（81.92） 71（11.36） 11（1.76）

帮助获得科研灵感 0 0 482（77.12） 113（18.08） 30（4.80）

准备日常组会汇报/演示材料 0 0 235（37.60） 260（41.60） 130（20.80）
 
 

表 2    是否使用过 AI辅助科研研究生的研究变量得分比

较（x ± s；分）

分组 n 科研效能感 批判性思维能力 科研创新能力

未使用过 88 3.58 ± 0.64 2.55 ± 0.92 3.33 ± 1.24

使用过 625 3.84 ± 0.43 3.41 ± 0.53 3.75 ± 0.69

t — 4.92 12.72 4.77

P — <0.01 <0.01 <0.01
 

2.3　研究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将 625名医学硕士研究生的 AI工具辅助科研

熟悉程度、使用频率、使用目的作为研究变量“AI
工具辅助科研”

[23]，与科研效能感、批判性思维能

力、科研创新能力量表得分进行 Pearson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上述各研究变量之间均呈两两正相关关

系（P<0.01）（见表 3）。
 
 

表 3    4个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分析（r）

AI工具使用
辅助科研

科研效
能感

批判性
思维能力

评估 分析 推断 反思 系统化
科研创
新能力

科研思维 科研实践 科研品质

科研效能感 0.513** 1
批判性思维能力 0.555** 0.658** 1

评估 0.496** 0.563** 0.788** 1
分析 0.512** 0.612** 0.756** 0.801** 1
推断 0.413** 0.574** 0.803** 0.796** 0.841** 1
反思 0.444** 0.591** 0.812** 0.782** 0.802** 0.809** 1

系统化 0.511** 0.612** 0.824** 0.777** 0.813** 0.814** 0.801** 1
科研创新能力 0.396** 0.599** 0.667** 0.601** 0.600** 0.588** 0.541** 0.601** 1

科研思维 0.451** 0.568** 0.623** 0.526** 0.631** 0.568** 0.701** 0.532** 0.809** 1
科研实践 0.476** 0.622** 0.534** 0.546** 0.501** 0.543** 0.420** 0.546** 0.814** 0.800** 1
科研品质 0.481** 0.609** 0.612** 0.555** 0.506** 0.552** 0.601** 0.513** 0.811** 0.789** 0.799** 1
科研成果 0.512** 0.641** 0.451** 0.496** 0.409** 0.448** 0.556** 0.547** 0.800** 0.779** 0.790** 0.78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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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中介效应检验，将 AI工具辅助科研作为

自变量，科研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中介变

量，科研创新能力作为结果变量，利用 AMOS28.0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拟合指数如下：χ2 =
214.133，χ2/df = 2.564，RMSEA = 0.048，GFI = 0.979，

AGFI = 0.971，CFI = 0.984，NFI = 0.971，IFI = 0.974，
提示模型拟合良好，结构方程模型图见图 1。采用

PROCESS3.4模型 6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重复抽取

5 000次样本计算 95%CI，结果显示，各路径所对应

CI 均不包括 0，表明间接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的 42.08%（见表 4）。
 
 

熟悉程度 使用频次 使用目的

0.893*** 0.871*** 0.802***

AI工具使用

科研效能感

科研创新能力

0.251***

0.246*** 批判性思维能力

0.247*** 0.206***

0.383***

思维 实践 品质 成果

0.103 0.201 0.227 0.240

0.758***

0.713*** 0.791***
0.733***

评估 分析 推断 反思 系统化

0.791*** 0.799*** 0.790*** 0.786*** 0.747***

0.152 0.163 0.116 0.236 0.229

0.234***

***P<0.001

图 1    医学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结构方程模型（n = 625）
 
 

表 4    AI工具使用辅助科研预测科研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

检验结果（n = 625）

效应 路径关系 效应值 95%CI

直接效应 AI工具使用→科研创新能力 0.234 0.211 2 ~ 0.413 9

中介效应 1
AI工具使用→科研效能感→科

研创新能力
0.052 0.029 7 ~ 0.090 4

中介效应 2
AI工具使用→批判性思维能

力→科研创新能力
0.094 0.060 3 ~ 0.111 1

链式中介

效应

AI工具使用→科研效能感→批

判性思维能力→科研创新能力
0.024 0.001 2 ~ 0.033 1

总中介效应 0.170 0.123 7 ~ 0.230 4

总效应 0.404 0.301 3 ~ 0.540 8
 

3　讨论

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医学硕士研究生阶段的

重要目标。AI作为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的战略性

技术，正在改变各研究领域的研究范式。本研究显

示，AI工具正向促进了医学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创新

能力提升。 

3.1　医学硕士研究生使用 AI辅助科研情况分析

本次调查样本中，从未使用过 AI工具辅助科研

的医学硕士研究生 88人，占 12.34%；使用过 AI工
具辅助科研者 625人，占比 87.66%。这与其他学

者[18]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提示医学硕士研究生对

科技创新技术具备一定的关注度，并具有一定的创

新精神，具备尝试使用新技术的意愿。关于使用 AI
工具辅助科研频次，选择很少使用、较少使用、一般

使用、较多使用和频繁使用者分别占比 10.56%、

21.92%、44.16%、16.16% 和 7.20%，较多使用和频繁

使用 AI工具辅助科研的比例相对较少，可能与研究

样本选取有关，不同高校在科研氛围、导师科研胜

任力和 AI环境建设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在熟悉

程度方面，本研究中超过 80% 的医学硕士研究生选

择了“熟悉”及以上，可能与 AI技术的飞速发展和

应用推广有关。此外，将医学硕士研究生使用 AI辅
助科研目的进行排序，发现排序靠前的是查阅文献/
帮助阅读总结文献、生成代码/修正代码/故障排除、

帮助语言润色和准备日常组会汇报/演示材料 4个

方面，随后依次为帮助分析数据、帮助撰写论文、帮

助研究设计。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相一致，2023年

KSHETRI等[24] 对全球 3 838位研究生进行采访，发

现有 1/3的研究生在使用 AI工具辅助编辑代码和

修改文章等；2023年 4月，瑞典的一项调查研究[25]

也显示，大约 35% 的受访者在使用 AI工具辅助科

学研究。

本次研究发现，医学硕士研究生使用 AI工具辅

助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技术赋能”，表现为使用 AI
工具辅助科研的医学硕士研究生的科研效能感、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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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性思维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均高于未使用者；在

使用目的方面，帮助研究设计、帮助撰写论文、帮助

分析数据排在倒数三位，这与其他学者[26 – 28] 研究

一致。研究[26 – 28] 显示，将 AI应用于文献综述，可

使研究人员从海量的文献中抽离出来，能够更加专

注于科研创新和科研发现，而 AI通过提供多样化的

复合信息和不同的分析视角，能够激发科研人员的

创新思维，并有助于科研人员自我效能感、自主学

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升，在与 AI协同过程

中可触发研究者积极情绪，最终对科研创新能力均

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而有关 AI辅助科研的潜能还

需进一步挖掘，如 AI辅助研究设计的功能挖掘。 

3.2　研究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及变量间作用机制分析

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定位介于本科生和博士生之

间，虽然处于科研能力发展的初期阶段，但已需承担

具有一定挑战性的科研任务和繁琐的科研杂务。本

次研究发现，625名使用过 AI工具辅助科研的医学

研究生中，AI辅助科研情况与科研效能感、批判性

思维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均呈两两正相关关系，这

与既往研究[16 – 18] 一致。在使用 AI工具时，研究者

需要实时对 AI生成内容的正确度和可信度等进行

评估，促使研究者必须对 AI生成的内容进行准确分

析，确认其可信性，研究者需要不断思考调整自己提

问的关键词和提问方式，在与 AI工具的迭代中逐渐

明晰科研需求，分析科研需求根源，不断求证，不断

思考检查科研设计逻辑，从而锻炼提升了科研效能

感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并进而提升了科研创新能力。

这一研究结果支持了 AI工具“技术赋能”科研的

积极效应，未产生“AI工具依赖”造成的科研效能

水平下降、自主学习能力下降、批判性思维能力下

降等消极工具依赖效应。 

3.3　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AI辅
助科研可以有效提升医学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

力，科研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起链式中介作用，

这与国内外学者[24,28] 的研究结论一致。以大模型

为代表的生成式 AI技术，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和通

用性，可有效应用于多领域，如知识管理、科研创新

和科学研究等。有研究[28] 发现，科研人员采用 AI
辅助科研处理大规模数据和复杂问题，可显著缩短

研究周期。处理大量文献、提取关键信息常消耗科

研工作者较长时间，而 AI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快速

处理文献信息，提升科研效率和科研工作者掌握研

究领域前沿动态的效率。同时，大模型的机器学习

算法还可以发现研究数据中的潜在模式和规律，可

能超越传统的统计方法，促使科研人员在短时间内

完成数据分析和模型建构等，扩展了科研创新边界，

提升了科研创新能力。有研究[28] 认为，科研工作场

景下使用 AI工具辅助科研，可以帮助确立选题、文

献检索阅读提取关键核心内容、设计研究思路、采

集和处理数据、分析和解决研究问题、撰写和修改

研究成果等各个环节。在这些环节中，科研人员感

知和研判 AI提供的帮助是否有用、是否易用、质量

如何、是否符合自己的预期等，在互动中不断提升

科研效能感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并最终提升其科研

创新能力。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支

持 AI工具“技术赋能”科研的积极效应。

综上，基于安徽省医学本科院校医学研究生的

研究结果，建议医学院校加强信息技术指导，提高医

学硕士研究生使用 AI工具辅助科研的广度和深度，

进一步提升其使用 AI工具的熟悉度，挖掘其使用目

的，各高校可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专业优势，加强交

叉学科合作，建立跨学科合作平台，实现共建、共享，

激发学生的跨学科创新思维，同时，要加强伦理规范

教育，倡导合理使用 AI工具辅助科学研究，加强

“技术赋能”，避免数据污染、侵犯知识产权和

“工具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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