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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应用研究

钱政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　云南昆明　650000 

摘　要：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AI）技术已逐渐渗透到医疗健康领域的各个角落，从疾病诊断、治疗方案的制

定，到患者监护和药物研发，AI 技术都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和应用价值。本文综述了 AI 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研究，

分析了其发展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旨在为医疗健康领域的专业人士和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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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迅猛发展，

大数据、云计算、IoT、5G 等前沿技术不断涌现，我国也将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人工智能技术已经

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并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人工智

能已经成为医学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提高了临床诊

疗的效率，提升了服务的质量，还有效缓解了医疗资源的紧

张。影像诊断、疾病筛查、疾病治疗、人群健康管理、辅助

药物 R&D、医疗机器人、医院智能化管理等技术的广泛使用，

促进了医学的进步，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

由于技术的发展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在医疗领

域的应用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和问题，需要不断探索，以实现

更加安全、高效的医疗服务。

1. 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研究现状

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专注于开发

能够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其

核心在于赋予机器以类似于人类的智能方式去感知、学习、

推理、理解和行动。人工智能系统具备预测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它们能自适应地运行以应对各种挑战。在人工智能的实

现过程中，机器学习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法。机器学习涉及

让机器通过算法或规则来模仿人类的认知过程，从而进行学

习和问题解决。机器学习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监督学习、

无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监督学习依赖于标记数据来训练模

型，使模型能够预测新的数据；无监督学习则处理未标记的

数据，旨在发现数据的内在结构和特征；而强化学习则通过

试错和反馈机制，使机器能够学习在特定环境中采取最优行

动以获取最大回报。

深度学习作为机器学习的一个子集，通过让处理器处

理大量数据来训练模型，近年来在图像和语音识别等领域取

得了显著进展。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日益广

泛，包括疾病识别、疾病筛查、疾病分析、医学影像解读、

医院管理优化以及药物开发等多个方面。早期，医疗领域的

人工智能应用主要依赖于基于规则的决策支持系统，这些系

统需要专家手动编写和更新规则。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现

代人工智能系统能够自动从数据中学习和发现规律，从而大

大减少了对手动规则制定的依赖。研究者们通常将医疗领域

的人工智能应用分为诊断、治疗和康复三个环节。在诊断环

节，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识别疾病；在治疗环节，

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制定治疗方案和药物选择；在康复环节，

人工智能则可以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康复指导和支持。这些

应用不仅提高了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为患者带来了更

好的治疗体验和康复效果。

1.1 诊断环节

在医疗诊断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正逐步改变着传

统的诊断流程。通过智能咨询平台，人工智能不仅能为患者

提供线上分诊、导诊和预问诊服务，有效减轻医院排队和等

待压力，还能基于患者的症状描述和病灶图像分析，辅助医

生更精确地识别疾病特征和类型。特别是在皮肤科和眼科等

领域，人工智能通过图像识别技术，显著提高了疾病检测的

效率和准确性。此外，人工智能在医学影像分析中的应用，

如通过深度学习算法对图像进行自动处理和分析，已成为医

生诊断疾病的重要辅助工具。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诊

断的精度和效率，还帮助医生更好地管理患者信息，优化了

诊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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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治疗环节

在治疗环节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正在为患者提供更精

确、安全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在手术治疗中，智能手术辅

助机械手臂和手术机器人等技术的应用，使手术过程更加

精准和高效，同时也为远程手术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在放

射治疗中，人工智能通过自动勾画靶区和危及器官的轮廓，

有效提高了治疗的精度和效率。在药物治疗中，人工智能

则通过辅助设计和开发新药，为患者提供更为精准的治疗

方案。此外，人工智能还在治疗过程中发挥着物流和服务

提供的作用，如基于算法为患者和医生及时供应药品和治

疗设备，预测治疗中的潜在风险，从而帮助医生制定更为

完善的治疗方案。

1.3 康复环节

在康复阶段，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患者提供了更加

个性化和智能化的康复服务。可穿戴监测设备通过实时收集

和分析患者的健康信息，为医生提供了更准确的康复监测数

据。智能康复训练设备，如康复机器人，则为患者提供了更

为物理化的支持和引导。此外智能诊后随访和虚拟康复助手

等应用，通过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为患者提供

了更加便捷和高效的康复指导和管理服务。这些应用不仅提

高了康复效果，还增强了患者的康复信心和积极性。

2.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2.1 人工智能 + 医学影像

医学影像作为一种有效的诊断方法，能够帮助医生更

好地了解病人的病情，对治疗疾病具有重大意义。随着数字

影像技术的发展，大量的影像数据被收集起来，而且基于深

度学习算法和 GPU 算力的支持，人工智能技术与医学影像

的融合也日益深入，使越来越多的医学影像 AI 产品得以完

善，并开始在市场中投放。随着科技的发展，国内外上市的

医学影像 AI 产品已经从单纯的前处理技术发展到多种功能，

包括图像分割、测量分析、病灶检测定位和良恶性判别等，

这些功能为临床提供了更加精准的诊断依据，也为临床流程

优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影像 AI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辅助诊断多种器官疾病，从肺结节到脑

肿瘤、从骨龄到骨折、从乳腺到肝脏、从盆腔到其他各种领

域都可以看到 AI 的身影。2023 年 5 月以来，国家药监局批

准的十几家企业生产的 AI 影像产品均达到三类医疗器械的

标准，其中一部分甚至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可，还

有一部分被欧盟认可，其他大多数企业的产品均达到二类标

准。结合本单位旗下辅助生殖专科医院的实际场景，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实现对胚胎分级、染色体形态分析、男性精子

活力判定、女性卵泡评级等临床业务环节的人工替代工作，

不仅大大提升了医疗效率和医疗质量，而且医院运营成本也

得到了较好的控制。未来，医学影像 AI 的应用范围将不断

扩大，逐渐涉及肺、心血管、乳腺、神经等多个领域，并且

随着算法和算力的不断改进，医学影像数据将变得更加丰

富。AI 技术的应用将不局限于现有的图像识别和分析、数

据处理、疾病诊断，还将扩展至更广泛的领域，如疗效评估

和治疗决策。

2.2 人工智能 + 病历质控

电子病历不仅是医院智慧医疗、智慧服务水平的最直

接体现，还是医疗数据共享和利用、业务联动与管理决策支

持的基础。当前，包括本单位旗下医院在内的大量医疗机构

高度依赖人工质控，医院设置病案质控科，聘请专业的质控

医师承担病案质控工作。通过应用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可以将临床医学知识转换为数据，形成系统的知识图谱，

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病案质控的过程。此外，基于人工智

能病案质控算法，可以为医院病历文书的整个过程提供完整

的质控，并且可以自动纠正编码 / 诊断名称类缺陷，为医院

管理者、临床医生和质控人员提供参考，以确保病案质控的

准确性和可靠性，提高医院病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3 人工智能 + 辅助诊疗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临床医生面临多种挑战，

为做出更加准确的诊疗决策，AI 技术应运而生，它可以模

拟医生的诊断思维和推理，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医疗知识，

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利用最新的人工智

能技术，如 ChatGPT 和其他预训练大模型，可以从海量的

电子病历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并利用强大的自然语言

处理（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NLP）技术，不断迭代训

练大模型，更好地掌握医疗诊断知识，模拟临床决策者的思

维过程，为临床医生提供准确的诊断指导，提高治疗效率，

提升患者的治疗质量，提升诊断的效率和精确度。采取有效

的药物治疗方案，不但有助于改善患者的身体状况，还有助

于提升诊断的精准度，大大降低临床医师及其他医学护理人

员的负担。AI 技术为医学诊断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利用推

理算法、知识库和临床记录收集信息，支持快速查看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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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并能够迅速查询已有的文献、指南，为医生提供

有效的治疗建议。此外，AI 技术还能够根据患者的个人需

求调整治疗方案。《AI 中医辨证诊断体系》是 AI 技术的突

出成果，AI 拥有出色的处理多模态信息的能力，可以收集

各类图像、视频、音频、语义等，并通过多模态学习与融合，

提升诊断的精度与可靠性。

2.4 人工智能 + 疾病风险预测

在医学诊断中，常用的数据主要有基础病人信息、电

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影像、医疗器械等，这些数据与物

联网等技术相融合，构成一个完备的、多模块的整合架构，

通过 AI 物联网传感器采集病人的详细信息，以实现对疾病

风险的预测。AI 技术可以将传统的流行病学资料与来自互

联网的大量数据进行有机整合，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疾病的

发展趋势，从而有效地帮助政府和医疗机构制定更加有效的

防控措施。

2.5 人工智能 + 药物研发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我国传统医药研发工作正在迅

速转型，从研发到投入临床使用的时间跨度也越来越短。随

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AI 已经成为药物研发的重要

支柱，不仅可以大大减少实验次数，降低生产成本，还能够

准确预测新药物的疗效及潜在副作用，AI 已成为心血管疾

病、肿瘤治疗、抗炎、抗病毒的有力工具，尤其是在新型冠

状病毒的研究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效果更是显著，能够

更准确地模拟病毒的蛋白质、基因组 RNA 结构，有效地提

高抗病毒药物和疫苗的开发速度。

2.6 人工智能 + 医疗机器人

智能医疗机器人是基于 AI、结合数字医疗研发出的一

种能够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机器人，是 AI 应用中最受关

注的领域。借助先进的算法和快速学习的能力，AI 医疗机

器人具备准确性高、医疗效率快、诊断能力强等特点。当今，

医疗机器人的种类繁多，主要有手术、检测、治疗、护理和

导航机器人等。1999 年，达·芬奇机器人荣膺欧洲市场的认可。

而 2000 年，它又被美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CFDA）授

予了专利，这标志着它已经成为全球第一个能够被安全、有

效地应用于医院手术室的机器人医疗系统。近年来，医疗机

器人在手术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尤其在胸外科和口腔医学

领域展现出了显著的优势。2021 年的研究对比了机器人辅助

与视频辅助胸腔镜在右上叶切除手术中的疗效，结果显示机

器人辅助胸外科手术已成为视频辅助和开胸术的有力替代

方案。这一突破性的进展证明了机器人在胸外科手术中的高

精度和高效性，为患者带来了更为安全和可靠的手术选择。

到了 2022 年，赵瑞峰等学者对医疗机器人在口腔医学领域

的应用进行了归纳总结。他们指出，在口腔修复、正畸、颌

面外科、种植等多个子领域，医疗机器人凭借其高精度和高

稳定性，已成为临床医生的得力助手。这一进展不仅提高了

口腔手术的精准度，也为患者带来了更好的治疗体验和效果。

2.7 人工智能 + 健康管理

智能健康管理是指利用智能技术为人们提供个性化的

医疗服务，使人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基于 5 G 网络，将

人工智能与可穿戴式传感技术相结合，可以为病人提供更加

精确的用药方案。在此基础上基于贝叶斯卷积网络模型的人

体动作识别方法，利用卷积网络抽取特征，并与可变自编码

器、深度网络分类器相结合，提升可穿戴式物联网传感系统

的性能，为海量可穿戴设备的个性化行为推理提供依据。而

基于 App 的远程医学技术可以通过对器官移植手术后病人

的身体状况进行监测，提示病人按时服药，并对病人进行及

时的治疗，从而发挥其在病人健康管理方面的作用。

3. 结语

尽管 AI 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了显著的

成果，但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例如，数据隐私和安全

问题、AI 系统的可解释性和可信度问题、以及医疗伦理和

法规问题等。因此未来在推动 AI 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应用

的同时，还需要加强跨学科合作和人才培养，共同解决这些

挑战和问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AI 技术将在医疗健康领

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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