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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关系的探讨，得出二者综合运用的主要方式为大数据支撑人工智能专业化发展。从患者服务、资源配

置与医院管理三个角度对人工智能在医院中应用方式进行探讨。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在医院建设中的应用，为我国医学事业发展提供新的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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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改变了各行各业的发展模式，

且现阶段人工智能在医院中渗透越来越明显，挂号、分诊、智能辅

助影像检测等已经发展较为成熟。对医院发展现状进行详细分析，

促进人工智能与医院建设进一步融合是提升我国医学事业发展速

率的有效措施。 

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联系 

人工智能的本质为一段特殊算法，与其他算法最大区别在于人

工智能中没有假设前提，使人工智能可以对不同数据进行个性化处

理，为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与自我优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大数据的

本质为海量数据，随着数据采集手段不断优化，大数据可利用的信

息愈加增多，从而产生了许多强大的功能。 

人工智能在专业化领域内的运用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其自我

进化，满足专业需求。大数据可以为人工智能提供学习的材料，保

证其在专业领域运用的可行性[1]。大数据在专业领域内的应用需要

更加精准的算法进行数据处理，人工智能可以很好的满足此要求。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一体化是二者在医疗当中运用的必然趋势，且

应用方式为人工智能作为外在表现，大数据作为内在支撑。 

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一体化在医院建设当中的应用 

（一）在患者服务方面的应用 

人工智能在患者服务上的应用在我国已进入市场尝试很长时

间。2016 年 9 月，我国第一个医疗服务机器人多平台上线，可以直

接回答患者病情相关问题，满足患者随时与医生沟通的需求。且随

时间的发展，医疗咨询机器人的语意判断能力与回答匹配程度不断

提升，现阶段匹配率已高达 96%。 

在成果喜人的同时还要明确现阶段医疗咨询机器人仍存在许

多问题需要改进，如除感冒等轻微疾病外，未进行医学检查的症状

难以对病情进行准确判断，医疗咨询机器人对患者的大部分回复为

建议到医院就诊。人工智能在患者服务中应用方向为咨询机器人主

管方加强与医院的合作，实现人工智能帮助患者挂号、排队，向患

者传达检查结果与用药建议，实现患者就医一站式服务。 

对于习惯性直接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应用

方向为智能化导诊机器人。病情的复杂性常会导致患者在就诊过程

中选择错误的科室，浪费自身时间的同时，占用了医疗资源。人工

智能的运用可以依据患者的症状，分析致病原因的概率，帮助患者

正确选择就诊科室，并为患者规划详细就诊路径，提升患者诊治的

效率。 

（二）在医疗资源配置方面的应用 

相较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我国现阶段医疗人才数目较少，人工

智能在医院建设中的使用可以缓解我国医疗资源短缺的现状。人工

智能在医疗配置方面的应用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在大型医院中，辅助医生进行诊治。现代医学的检验手

段多通过视觉与听觉进行结果判断，这为人工智能在医学辅助方面

的应用提供了必备条件。如医院可利用人工智能对 CT、X 光等检

查结果进行分析，极大减少了医生的工作量。同时，人工智能分析

相较于医生分析更加快捷，以重大疾病的 X 光片为例，经验丰富的

医生需要 5 分钟进行观察，而人工智能仅需几秒钟，缩短了患者的

就医时长，强化了医疗资源使用效率。除帮助医生进行诊断外，人

工智能还可以从事医院内单调重复性工作，如患者送检、输液药品

配制、儿童陪护、药品器具传递等，提高了医院内部人力资源的使

用效率。 

第二，在医疗资源较为贫瘠的地区，人工智能可代替医生的部

分职能。由于医疗资源的缺乏，我国乡镇地区许多医生缺乏先进的

医疗知识，导致误诊现象经常发生。人工智能可以依据检验结果独

立进行病情诊断，与医生的诊断结果形成对照，减少误诊现象的发

生，为乡镇地区居民健康提供充分的保障[2]。同时，乡镇地区由于

人口基数较少，重疾案例较少，拥有大型手术经验的医生严重不足，

当地居民出现紧急疾病时只能被迫转院。人工智能机器人可以辅助

医生进行手术。现阶段手术机器人具备良好的感应功能，有效避免

手术中的多种意外，极大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 

第三，医疗人才的培养。医学学生成为专业的医疗人才往往需

要经过多年的临床培养，且在某些较为特殊的科室如妇产科，学生

的临床经验获取难度较大。人工智能的使用可以有效提升医疗人才

的培养速率。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的教学用医疗机器人可以精准

模仿医生采取各种行为时患者的反应，美国现阶段使用的妇产教学

机器人已经实现了模拟进程中与治疗人员的简单对话，使医疗储备

人员获得近乎于临床的医疗经验，加快了人才培养的速度。 

（三）在医院管理方面的应用 

人工智能在医院管理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药品管理。医院与常规企业显著的区别在于，医院存货

在流动资金的比例远高于常规企业，通常在 50%以上。建立动态药

品管理机制，减少医院存货额度对医院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人工智

能的使用可以实现对药品的精准监管。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查阅医院

的医疗记录，精准判断医院最低药品保有数量，通过对药品使用的

监控判断进货时机与进货数量。同时，人工智能可通过对气候特征

与周边地域医疗信息的收集预测一段时间内就医人数，使医院在减

少库存的状态下依旧有能力应对就医高峰。 

第二，人员管理。医院规模的不断扩张导致医院内各部门、各

科室间的壁垒不断加深，医院人力资源协调难度加大，各科室人员

绩效考核较为复杂。人工智能的使用可以打破医院内部存在的壁

垒，相较于手工收集，人工智能拥有更为多样的信息采集方法与更

高的信息采集效率，使医院各部门间资源协调变的简单，绩效考核

更加准确。 

结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一体化在医院中的应用可以有效改善

现阶段医疗资源短缺问题。医学人员应主动寻求与人工智能研究人

员合作，设计出更加适合医学使用的人工智能产品，推进我国医疗

事业智能化、高效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徐付敏.大数据分析在医院医保管理中的应用[J].电子技术与

软件工程,2020(01):149-150. 

[2]李江峰.大数据技术在医院数据资源开发中的应用评价[J].医

学信息学杂志,2019,40(08):3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