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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edical industry is entering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assis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reducing the pressure on doctors when analyzing data. At pres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radually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odel, which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future medicine. The paper reviewed the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medical field, and prospected the futur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medic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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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行业正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可以辅助诊疗，减轻医生分析数据时的压力。目前，人工智
能正逐步改变传统的诊疗模式，是未来医学的发展趋势。论文对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进展进行回顾，并对未来人工智
能在医学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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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其应用领域日益拓宽，越来

越多的行业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爆发式发展，医学领域也不例

外，应顺应时代发展借助人工智能促进医疗健康服务的长足

发展。人工智能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主要研究、开发用于模仿、

扩大人的智能包括事物原理、思考方式、特殊技能的一项新

科技 [1]。（目前，人工智能已应用于多个领域，在推动经济发展、

促进技术进步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与医疗

相结合，同样带动了医疗事业的发展。因此，适时进行人工

智能技术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人工智能在临床诊断上的应用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推动了医疗行业的发展，促进传统临

床医疗逐渐向精准医疗模式过渡。人工智能在处理大数据、

复杂非确定性数据、深入挖掘数据潜在信息等方面优势明显，

医学影像与人工智能的结合被认为是最具发展前景的领域。

辅助疾病检查、医师诊断助手和提供具有附加价值的工作已

成为人工智能在影像学领域的 3 个最主要的运用。

传统医学影像诊断中，医生通过肉眼观察 X 线摄片、

CT、超声等影像资料，这不仅加大了医生工作量，而且也容

易出现判断错误。而机器阅片无论是从效率、准确率，还是

稳定性上都比肉眼观察更具有优势。目前，人工智能医学影

像分析系统已经能快速辨别患者的图像信息，帮助医生诊断

疾病。中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DE* 超声机

器人”目前已在临床试用，该机器人可协同医生进行甲状腺

结节良恶性的同步判别与诊断 [2]。在其他领域的疾病诊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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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工神经网络（ANN）中医诊治系统以及鉴于径向基函

数（RBF）网络的新生儿血糖代谢系统，在人工智能网络技

术的支撑下，也为疾病诊断提供了便利 [3]。在肿瘤辅助诊断上，

人工智能医学影像涉及的范围更广，技术也相对成熟，目前

在消化系肿瘤、呼吸系肿瘤、生殖系肿瘤的精准化诊治中都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医学影像的进一

步融合，其能解决以往诊断准确性不高和医生数量不足等问

题，已成为影像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3 人工智能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目前，人工智能在临床治疗应用中上最突出的成就是智

能机器人，典型代表为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达芬奇机器

人手术系统的出现使外科治疗更加微创化，其具有图像清晰、

操作准确、操作便利、远程操作等优点。例如，在心脏外科

手术中使用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可以避免传统开胸带给

患者来的痛苦及感染风险 [5]。

除此之外，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也被外科医生用于辅

助完成肺切除手术，相对传统的开胸手术，显得更加精细、

灵活、便捷 [6]。虽然机器人手术系统在甲状腺外科中应用相

对较晚，但它结合了传统手术与腔镜手术的优势，不仅避免

了患者颈部永久性疤痕，还克服了腔镜手术的局限性，可提

供放大的三维高清影像、稳定的手术视野及精细灵活的操作，

越来越多的被患者接受 [7]。在减重代谢外科，达芬奇机器人

手术系统的应用也日趋广泛。与传统的减脂手术相比，机器

人手术系统的安全性和可行性都已得到认可，其在减少吻合

口漏、出血、狭窄等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术中中转及降低出

院时间等方面和传统腹腔镜手术相当 [8]。此外，达芬奇机器

人手术系统在子宫癌、子宫内膜癌等外科手术治疗中也越来

越被重视 [9]（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未来，还会有更

多类型及功能完善的机器人如护理及康复机器人 [10] 应用到

临床治疗上，这必将会进一步推动医疗事业的发展。

4 人工智能在护理中的应用

长期以来，中国的护理人力资源处于极度紧缺的状态。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就医人数不断增加，更是

加重了这一情况。因此，高质量的护理智能技术急需被挖掘

出来，用于解决护理人力紧缺的问题 [11]，进一步填充对护理

服务的需求。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临床护理、曰常生活护理、

护理教育等多方面均有应用。在临床护理上，人工智能的运

用主要包括疾病的护理管理、静脉治疗优化、巡视导诊、病

情变化预测、智能病房等。在生活护理上，人工智能主要体

现在为患者提供生活护理援助，如饮食护理人工智能机器人、

运动康复智能轮椅。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在老年日常护理中

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如家居护理机器人、陪伴老年

人的伴侣式机器人 [12]、协助行动不便老人出行的机器人 [13] 

等，对老年人居家管理、身心娱乐、疾病管控预防、康复治

疗具有积极意义，已成为老年护理领域一个重要护理工具。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老人的身心健康，为

老年人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 提升了老人的生活水平 [14]。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护理教育领域也展示了自己独

特的优势 [15]。近年来推广使用比较多的主要包括：①智能

化教学系统：智能化教学系统能实现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的

有效控制，利用学生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区。②智能教育

决策系统：智能教育决策系统是人工智能在护理教育决策中

的重大突破。在护理教育决策中，通常会遇到一些比较难的

问题如描述性知识、过程性的知识等，像这些繁杂的决策往

往很难靠人力来解决 , 且用时也很久。但有了这一决策系统 ,

就能为决策者提供定性和定量的建议，辅助其决策 [17]。③

智能答疑系统 : 简单来说，智能答疑系统就是将学生问题和

老师解答有机地组织起来存放至相应答题库中，并通过自然

语言的语意理解技术来分析并匹配学生的问题，自动给予解

答的系统。所以当学生面对庞大复杂的护理知识时，就会更

有目的、更加高效地集中精力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点上，从

而更好地解决自己遇到的疑难问题，以促进学习区。与此同

时，基于人工智能的虚拟网络学习平台以及虚拟实训系统阀

也有效提高了学习效率，其可将操作技能与非操作技能训练

相结合，在加强基本护理技能训练的同时，又可以掌握特殊

的护理步骤。另外，人工智能在助力护理科研上也有着很大

贡献。在护理研究领域，大数据挖掘及分析都需要人工智能

技术，像各种格式的办公文档、文本、图片、XML、图像、

报表、音频信息等 [19]，要分析这些数据都得涉及人工智能

技术。

5 人工智能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

医院管理就是按照医院工作的客观规律，对医院内的各

项工作进行科学管理的理论和技术方法，如可按疾病轻重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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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以及治疗难易程度进行分级的分级诊疗制度，将文本形病

历变成易于分析统计的结构化病历，辅助医院决策人员进行

决策的专家系统等都属于医院智能管理的范畴。人工智能技

术的应用使医院管理显得日益高端化、智能化。电子病历具

有科学性、规范性、快捷性、完整性、科研性等优点，医生

可以参考电子病例系统给出的阶段治疗计划及相关建议，再

结合患者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给出最优治疗方案。

如果这些方案有效，电子病历系统还会将它保存下来，为以

后的查阅提供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资料，极大地提高了

医院的工作效率和医疗质量。对患者而言，电子病例的应用

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疗成本，节省了看病的支出 [20]。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电子病历的产生，人工智能时代

的到来促进电子病历逐渐走向结构化，其中深度学习算法和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自 2002 年以来，

中国不断出台许多关于完善电子病历的文件，这对逐步提升

中国中国临床医疗数据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具有重要意

义。长期以来，中国的慢性病管理工作相对滞后，将人工智

能技术引入慢病管理，正成为当前慢性病防治发展的一个方

向。人工智能通过人体生理数据而建立起的身体状态评估模

型，能对慢病患者进行有效、不断的监管，以此纠正患者不

良习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遏阻中国慢性病“井喷”的态势 [21]

( 医院智能化信息系统通过整合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自

动化控制技术等，为医院提供高效、稳定的运营；在病例登

记、预约、病例管理、病房管理、临床监护、医院行政管理、

健康检查登记、患者结账和出院、教育和训练、实验室自动

化和接口等方面提供了智能化管理手段,在医院日常管理中，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可以实现很多简单甚至复杂操作自动控制

与完成。尽管各系统比以前更加自动化，但由于医院智能化

信息系统涉及多个系统之间的协调 [22]，且基本相互独立，数

据不能共享 , 这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初期面临的一个问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医院智能

化分析系统的诞生和发展，其在医院各系统中起着衔接作用，

将各大系统数据、信息整合起来，并通过分析多维数据给出

结合医院实际、客观合理的相关信息，从而在管理者宏观与

微观的决策管理过程中提供有效依据 , 逐渐实现医院管理信

息化。为了保障人工智能技术在医院管理中的良性发展，管

理者应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完善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管理

规定。

6 结语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在

诊断、治疗、护理以及医院的管理上都有较为广泛的应用，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医疗服务卫生质量和水平。人工

智能将会为医疗事业带来又一轮革新，医疗卫生行业将会因

此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不过目前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尚处

于起步阶段，距离真正的智慧医疗仍有很大差距，还应不断

创新和完善，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推

动医疗领域的现代化发展。医疗工作者应不断提高自身业务

能力，主动学习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同时也要加强自身人

文精神培养，应对机器人可能取代人类部分工作岗位带来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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