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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技术演进角度分析,机器人技术的迭代使防疫机器人具备更加灵敏轻便的感官和运动系统，配合硬件的更新- -定程度提升了防疫机
器人对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为落地提供了基础; 5G 通信技术的商用，为防疫机器人与云端大脑实现敏捷互联、远程交互、数据共享、智
慧决策等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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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是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关键阶段。对

通信行业来说，如今 5G 产业正加速发展，众多客户的产品正处于
上市关键期。防疫机器人作为疫情下 5G 最重要的产物之一，具备
测温、远程对讲、语音播报、物资配送、医疗导诊等功能，可协助
人类进行病房检查和施药、安防巡逻、消毒清洁和实时测温筛查新
冠疑似症状人员等工作，提高防疫效率并降低人员接触风险。 

1. 防疫的措施和重要性 
做好当前疫情防控，一是必须深刻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严

峻性。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进一步压实责任，对防控漏洞
再排查、防控要求再落实，确保疫情防控万无一失。二是必须认清
变异病毒传播的危害性。要针对德尔塔病毒载量高、毒性大、传染
性强等特点，加强密接者排查和对重点人群的管理。三是排查必须
做实做细。要高度重视风险地区推送的信息，紧盯密接者、次密接
者、次密接者的密接者，迅速消除风险隐患。四是舆论宣传必须做
到家喻户晓。要及时通过媒体等渠道发布信息，提醒督促从风险地
区抵返人员主动报告、检测、隔离，自觉配合防疫工作。五是闭环
管控必须从严，做到严格规范、不留死角、不出漏洞。要把我们通
过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常态化疫情防控 9 条措施落实到位。 

2. 5G 机器人防疫 
2.1 辅助医疗应用 
辅助机器人一般指能够辅助医疗过程、扩展医护人员能力、减

少不必要的人力和资源投入、提高医护过程或者医药生产过程效率
的医疗机器人，包含了配药机器人、诊断机器人、胶囊机器人等。
全球范围内，手术机器人占据了最大的市场规模，而康复机器人将
有着最快的市场增速。相比之下，国内辅助机器人相关企业只占了
全部的 17%。但是，该领域同质化程度小，行业格局远未成型，后
来者入局机会较大。新冠疫情中应用在医疗领域的机器人主要为辅
助服务型机器人。辅助医疗机器人主要承担替代医护人员、降低传
染风险的作用,其中远程辅诊及咽拭子采样等功能的实用性尤为明
显。例如防疫机器人可通过可穿戴设备,远程视频等方式对患者进行
远程诊疗,实现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协助医护人员进行检查施药，
医护人员无需进入隔离病房，能够更好的减少被传染的风险,从源头
切断传染源与医护人员的接触;提升生物样本采集的规范性,排除医
务人员水平差异导致咽拭子采集不规范的问题，保证样本质量。新
冠疫情期间,达闼科技向武汉同济天佑医院和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等
输送医护助理机器人，协助进行远程看护、测量体温等。猎户星空
的智能疫情防控机器人为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武汉火神山医院提供
无人初步诊疗等功能。防疫机器人的应用显著改变了医护人员应对
传染性疾病的方式，成为技术赋能医疗的重要体现。 

2.2 检应用 
巡检机器人通过高清摄像头和 Al 智能化分析算法，实现对特

定目标识别和追踪，能够进行多人同时非接触测温，减轻一线人员
现场巡逻安保的负担;基于机器视觉能够在佩戴口罩情况下人脸识
别用于园区等场景降低人员暴露风险。 

中国移动物联网公司的 5G 安巡机器人全天候全时段自动化巡
逻与现场实施监控，长期在风险暴露环境执勤并实时测温报警和清
洁消毒，实现了对口罩状态下人员的有效识别与溯源，提升机场、
地铁、园区、医院等公共场所防控能力。 

3.医疗机器人发展前景 

手术和康复是医疗机器人最为典型的两类应用场景．得益于精
巧的机构、精准的控制和 精确的导航等优势，医生在手术机器人
辅助下，可以完成更微创、更精准、更安全的手术， 为患者带来
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等益处，在腔镜类、骨科类以及介入类等
手术中得到越 来越多的应用．康复机器人则可以通过多模态信息
实时反馈与智能决策，实现康复过程的在 线评估和调整，提高康
复过程的个性化、智能化程度，面向残障人士及老年人等人群，在
肢 体运动功能康复与日常生活辅助等应用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还
有多类其他医疗场景下的医 用辅助操作类机器人，如用于口腔、
眼部诊疗环境的医疗辅助机器人，在提高医生操作精度、 减轻医
护人员劳动强度并降低综合医疗成本等方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由
于需要与医患紧密配合，且作用于人体，医疗机器人需要具备较强
的感知与认知能力．为此，越来越多的医疗机器人配置力觉、视觉
等传感器，采用多源信息融合与人工 智能识别算法，感知手术环
境，认知患者／医生意图，提升医疗机器人对复杂环境与复杂任务 
的适应性；另外，5G 通信技术在时延、带宽及安全等方面的性能
提升，为遥操作医疗机器人远程手术提供了更好的支撑，而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与力反馈技术的发展也进一步提升着医生的手术临场
感。医疗机器人让精准医疗惠及于民，但医疗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整
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在环境感知、意图认知、精准控制及人
机交互方面，仍需要创新技术，突破临床应用面临的桎梏．我们期
待并相信，经过国内外各领域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在未来能见到
更多医疗机器人繁忙工作的场景。 

4.小结 
公开资料显示，手术机器人是医疗机器人产品种类之一，是一

种根据医疗领域的特殊应用环 境和医患之间的实际需求，编制特
定流程、执行特定动作，然后把特定动作转换为操作机构运动 的
设备。总体来讲，外科手术机器人可改善传统外科手术中精度差、
手术时间过长、医生疲劳和 缺乏三维精度视野等问题，同时为远
程医疗提供技术基础。 手术机器人可细分为四大类，它们分别是
骨科手术机器人、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血管介入 治疗机器人、
内窥镜手术机器人。  

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的手术机器人行业起步较晚，但近年来
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按销售额统计，2015 年至 2019 年，中国手
术机器人行业市场规模从 2.0 亿元增长至 6.2 亿元， 年复合增长
率为 32%；虽然快速增长，但中国的手术机器人市场仍是渗透率
较低。 医疗机器人前景广阔，争取成为中国医疗机器人体系内第
一个吃螃蟹的的科研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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