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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神经科学的基本单位是神经元，神经元在人

类的大脑中是网状进行信息传递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经

网络是一套特定的算法，它彻底改变了机器学习领域，

他们都是针对人类神经科学进行模拟的，笔者受到生物

神经网络的启发，思考目前深度神经网络已经被证实效

果很好。神经网络本身是一般的函数逼近，这就是为什

么它们几乎可以应用于任何从输入到输出空间复杂映射

的机器学学习的原因。[1]

近几年，随着临床医学学科与计算机学科的快速发

展、多种的技术的突破非常频繁，而且在应用领域的逐

渐广泛化，医疗行业的发展备受关注。[2]

当前医疗机器人作为人工智能时代在医疗领域应用

的深化，能够有效的帮助医生进行一系列的医疗诊断和

辅助治疗，在有效的缓解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下推动医

疗信息化的发展。

医疗机器人属于服务机器人中的特种服务机器人分

类，与其他的机器人不同的是，医学机器人负责一部分

具备诊断和治疗的功能，这相当是指应用于医院、诊所

的医疗或辅助医疗的半自主或全自主工作的超级智能化

设备，虽然它能够完成有益于人类健康的服务工作，但

是依然可能因为程序的漏洞对人类的生活带来危害，所

以具备相当的特殊性，在资料的参考中我们发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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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种类繁多，功能繁多当前我们发现：具体可分为手

术机器人、康复机器人、辅助机器人以及医疗服务机器

人四大类。[3][4][5]

笔者针对医学机器人中可能会用到的神经网络模型

进行分析与梳理，并在相关的医学领域进行展望，我们

现在以骨科手术为例。[6]

1.神经卷积网络模型的相关交叉研究

神经卷积网络模型的原理，卷积网络模型的根本在

于计算机可以在图片中进行含义的提取，实际上卷积神

经网络模型的建立，就是图片识别机制的建立。其中当

患者出现骨折后，我们对相关的 X 线与 CT 片进行数据集

合的建立，这是计算机在图片中进行数据提取的基础。

我们建立这样的数据集提供机器进行不断进行优化的自

动程序设定。其次进行相关的探索性数据分析，目的是

优化诊断与学习的相关机制。我们针对其中有关于股骨

颈骨折的 CT 图片进行标记，确定其尺寸与像素，利用 R

语言进行这数据集合的所有图片的尺寸的设定。统一所

有的存入数据的尺寸非常重要，这是在数据的与处理前

进行工作效益合理化的相关设置，有利于其工作。[7]

我们可以尝试将有关的图像进行处理，例如不同程

度的翻转，用来机器的识别与学习，目的是为了对训练

的模型进行设计，提高样本量。我们可以进行有关股骨

颈骨折的图片识别建模。

我们可以尝试建立简答的 CNN 模型，流程是这样

的。在输入层后，我们可以设计卷基层，最大池层，密

集层和密集输出层。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对这一模型进行

机器学习的训练。

我们可以对这一模型进行更加深入的模型设计。他

的计算结构也更加复杂。简单的说，这样的卷积神经网

络更加适合对手术指征的判定，经过众多自行判断机器

学习的卷积神经网络中往往有一部分的错误，但是医学

的特殊性不能完全以机器人代替医生进行诊断，可以进

行辅助。[8]

2.前反馈神经网络的设计构想

人工神经网络（ANN）在众多工程和科学学科中

被用作解决许多问题的自动化方法，在医学中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不过，要构建一个审慎可靠的人工神经网

络，我们是必须提供大量相关数据。而且在这项研究中，

我们分析了人工神经网络在地热储层体系结构中的范

围。特别是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尝试通过前馈神经网络

（FNN）技术解决联合反演问题。而且医疗器人是精密制

造、自动控制、临床医学相融合的产物，是机器人领域

皇冠上的明珠，具有高技术、高门槛、高附加值的特征。

我们可以尝试在骨外科手术中进行机器人的前反馈神经

网络模型的设计，尤其是在机器人的构架上，因为只要

临床医学出身的医生才对手术的做法具备经验与心得。

主要的设计领域应该在手术的切口上，基于良好预后的

用药上，基于非常合适的耗材推荐上，如骨外科的各种

植入物等。[9][10]

经济学讨论：宏观经济学方面我们在全中国的国民

收入上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具备生产与使用这类机器人的

土壤。经济整体发展趋势良好的整体中国政府对卫生的

投资和医疗消费的群体都有大量的物资可以进行支持。

当前通过统计学与分析经济发展规律，我们认为机器人

在医学发展中有比较强大的发展空间。在微观经济学上，

我们发现中国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全世界平均水平，华

东地区也达到了全世界的发达国家的人均 GDP 水平，是

有强大的购买力与生产力的。[11][12]

结论：

我们认为，进行相关的基础科研，在中国的研究领

域具有重大的医学意义，中国众多科研单位与研究研所，

应当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深化学习，将医学机器人及

早地全面用于守护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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