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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

基于知识图谱和卷积神经网络的医学智能诊断 
尹  黎 

（重庆市肿瘤研究所  重庆  400030） 

摘要：本文介绍了卷积神经网络和知识图谱智能技术在医学诊断中的特点和运用，阐述了人工智能技术医疗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为

人工智能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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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十年来，随着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等关键技术的突破，人工

智能在语音、图像识别上又迎来了新的发展和应用。其中，人工智

能在处理数据和挖掘潜在信息方面表现出优越的性能。面对数量众

多且高度复杂的医学影像信息，传统的完全基于医生的人工解读易

受主观认知的影响，效率低下且存在一定的误诊率。运用成熟的人

工智技术辅助医生来解读分析医学影像数据，不仅能提高诊断效

率，还可以更优化地提供个体化诊疗方案。在这之中，结合知识图

谱和卷积神经网络融合的医学影像智能诊断表现效果尤为突出。通

过有效的医学知识图谱，医务人员可以更加方便高效地查阅数据信

息，提高工作效率。卷积神经网络（CNN）算法在计算机视觉和模

式识别领域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其强大的空间识别能力可以帮助

我们提取医学图像中高阶的空间特征，提高效率。本文结合知识图

谱和卷积神经网络在医学影像中的应用，进一步探讨人工智能在医

学影像中的运用与现存的挑战。 

2. CNN在医学影像的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医学影像的采集和存储都全面实现了数

字化，可以得到越来越清晰的病灶部位图像，医生的诊断也越来越

依赖于医学影像辅助。但是，医生的医学影像解读易受主观认知影

响，临床工作繁重，医生的疲劳程度也可能对解读结果造成的影响。

因此，构建一个基于机器学习的医学影像自动化图像数据处理工具

模型，能够有效改善临床诊断条件，提高医生诊断效率。而 CNN

拥有强大的空间识别能力，可以从原始医学图像中提取出高层特征

信息，通过对这些特征进行分析和识别就可以轻松地完成对原始图

像的分割操作。在 CNN 的医学应用过程中，无监督学习越来越受

到科研工作者的重视。在无监督学习下，无需医生标注分类结果作

为训练材料，只需将输入图像进行多层卷积操作便可以得到其高层

空间特征。在医学影像中可以提取图像中高阶特征。但医学图像结

构多变，要想实现病理意义上的划分具有极大的挑战。Mansoor【1】

等学者利用 SAE 在 MR 图像中推断出视觉传导通路的特征，实现了

左右神经及视交叉的全自动分段模型划分。Moriya[2]在 3D 医学影像

中使用无监督学习图像聚类的方法，将肺部 CT 图像划分：侵袭性

病变、非侵袭性病变和正常组织。Bao[3]提出一种多重规格的 CNN，

每一层有不同尺寸的多个卷积核，分别进行运算否在最后几层进行

汇总，该方法无论在精度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有显著提升。 

3. 医学知识图谱的构建 

现代医疗信息化的推进和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医学数据信息。在

医学知识上，有效的知识图谱可以将医疗数据信息在图谱上进行有

效链接并在时间空间维度上进行拓展。医学知识图谱的构建，能够

辅助医生进行诊断，协助医生确立诊疗方案，提高工作效率。由于

医学知识图谱对医学领域的独特重要性，科研人员早已对其展开研

究，同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知识图谱解释了神经科学之间的关联，

有助于医学领域的研究。国际卫生术语标准制定组织维护的医学本

体知识库 SNOMED CT，这些医学知识图谱的的构建对于药物研发，

分级诊疗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4. 人工智能辅助治疗发展存在的困难 

医学知识图谱的建立，协助制定治疗方案的数据库，都需要有

资质的专业医务人员参与。根据我国现状，与发达国家相比，医疗

卫生资源相对匮乏，很难投入大量专业医务人员进行相关研究工

作。因此，要根据我国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有效地落实政府制定

的的“产学研”一体化政策，积极解决现存的问题，推动智能化诊

断的研究与发展。相对于欧美的医疗机械化，我国医疗机械技术起

步晚，自主研发能力不足，我国高端精密医疗产品高度依赖进口，

自主研发人工智能技术与进口智能设备相结合存在一定技术壁垒，

这也是当前我国医疗行业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政府应当实施优惠支

持政策，吸引海内外优秀医疗人才来我国发展，大力发展本国医疗

事业，以解决我国当前医疗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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