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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慧医疗
梁威

（长沙博为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长沙　410100）

摘　要：目前，随着人类健康意识的提高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成熟，人工智能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取

得了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成功。毫无疑问，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医院模型将是未来医学领域发展的大方

向。人工智能在安全和金融服务等许多教育领域发挥了独特的功能。医院服务困难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医院资

源不足，特别是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此外，不同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护理技术水平，以及医

护人员素质的不均衡是造成医院服务质量难以提高的因素。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工信部2020年02月发

表的《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协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倡议书》，一发布就有多家科技医

疗公司快速反应，用实际行动充分发挥在疫情防控中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作用，从而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

在医疗领域的应用走进了大众视野。本文根据目前智能医院的研究现状和经典案例，总结了智能医院的发展现

状，总结了智能医院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在RPA（Robotic�Process�Automation�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技术基础上，

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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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医学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成本低、重现性

强、易于推广等优点。未来，它将是缓解医院资源供给

不足、医院资源分布不均、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不

平衡等问题的有效手段。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明确提

出大力推进医疗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新型医疗模式的发

展，发布《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年）》，推进国家智能医疗体系建设。

1　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运用

1.1　智能数据诊断

在中国传统社会医学中，只有在医生对患者进行询

问并对中国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进行一系列测试之后，

医生才能给出我们的最终诊断和研究结论。在这个过

程中，医生无疑处于重要的经济地位[1]。然而，近年来，

由于现代医学诊断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更多的数据仍然

需要医生的判断和复查。医务人员一旦要做出正确的诊

断，就需要查阅大量的相关检测资料，这无疑增加了医

务人员的工作强度，使医务人员容易产生疲劳和判断失

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和判断，可

以降低医务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判断的准确性[2]。

1.2　语音电子病历

在开始诊断之前，医生必须询问患者的体征、病

史和检查结果，并将其详细记录为病史。在中国的许多

不同情况下，由于各种问题和其他原因，中国医生的手

可能被占用，因此很难完成数据输入工作。在以后的补

充记录中，可能会出现错误和遗漏，也会导致中医工作

量的增加，不利于下一步的医学研发工作。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与北京口腔医院科大讯飞联合开发了“语音门

诊病历采集系统”。管理系统通过信息系统，通过自然

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技术，在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

通信中处理对话记录，形成结构化的电子病历，然后，

医生只需对系统生成的电子病历进行简单的检查和诊

断，即可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病历的书写和录入。该管

理系统可以更直观地输入医生和患者的医疗数据，大

大提高了医生的治疗效果。

1.3　智能问诊

在开始检查和提供护理计划之前，医生必须进一

步了解患者的病情。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患者迫切希望

做出合理的诊断，如何提高医生的治疗效果，确保每个

患者都有权及时得到医生的护理，将是一个非常关键

的问题。为此，北京康福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门开发

了预咨询系统。该系统将从预约挂号服务开始，模拟外

国医生在中国从事领先的会诊分析后，将详细数据输

入患者的相关信息。为了帮助医生在开始检查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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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症状，该系统还建立了患者反馈问题的正确医

疗记录。该系统的主要优点是：（1）由于医学专业基

础知识有限，在会诊前的初始阶段，患者的反应主要是

生活中的口头词汇，有利于医生的判断；系统可将其翻

译成标准医学术语；（2）会诊前，各种医学用语都有

详细的说明，便于公众掌握，大大降低了系统的应用门

槛，使患者能够更高效、准确地回答问题，大大提高了

会诊前的工作效率。

2　人工智能为医疗技术革新带来的机遇人工智能将对

医疗行业带来颠覆性影响

利用人工智能分析人口健康大数据，建立标准化

的临床路径，有效提高医务人员的诊断技术水平和问

诊效果，实现优质快速的诊疗服务，以及医院资源配

置不均等痛点，缓解了医院服务业基本诊断技术水平

低、医务人员培训周期长的问题。

制药是制造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人工

智能的应用可以使通过分析海量信息数据，模拟药物

的作用原理和药物组分之间的化学反应，从而探索微

观尺度上学习化学多样性的空间，探索新的药物靶点，

模拟受体－配体的互补效应，了解新药的作用机理，有

助于快速发现新药。此外，人工智能通过确定基因和

设计效果良好的药物来判断人的个性，这也将帮助制

药公司完成从提供仿制药到创造个性化和精确设计药

物的过渡，这也是公司未来的长期发展趋势。

医生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方法。人工智能技术为

医生的临床诊断提供数据分析和工具支持。以aliet 
medical brain为例，它可以实现比专家医生更安全的

图像识别技能，在图像识别、语言识别等医疗工作中充

当优秀的“医生助手”[3]。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虚拟

医学和远程教育医学技术将逐步发展和完善。患者可

以通过家中的便携式或可穿戴设备实时感知自己正确

的医疗信息数据，然后借助互联网对医疗信息数据（医

生或智能治疗云）进行判断，从而根据患者的正确医疗

信息诊断疾病，支持治疗方法。这样，患者可以获得良

好的检查和诊断经验。医院运营模式。以及人工智能工

具，可帮助对大量员工进行系统化、有针对性地管理

和控制，并可作出前瞻性的管理决策、预算计划和资源

分配。例如，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工具可以根据个人健

康发展记录和其他信息跟踪传染病的发病率，从而帮

助预测谁需要住院治疗。另一个例子是，在急诊科，使

用人工智能技术工具识别非急诊患者，如尿路感染和

喉咙痛，可以有效减少急诊入院人数。

目前，中国国内的AI+医疗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

就涉及的数量而言，2010年之前此类很少。随后的发

展很快产生了大量使用医疗人力进行智能管理的公

司，2004年至2015年间出现了一些创新高峰。根据中

欧智库的数据，截至2017年7月31日，中国有131家制药

人工智能，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湖北

等一二线城市，其中97家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约

占总数的76%[4]。从市场规模来看，根据中国互联网医

药产业委员会发布的《医疗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白皮

书（2018）》，2016年中国人工智能+医药市场规模将

超过96.61亿。预计2017年将超过130亿港元，并将上升

至40.7%。从投资角度看，根据中欧智库的数据，截至

2017年8月15日，中国医药和人工智能累计投资180亿
元，投资104家；另有27家未投资或未披露投资信息。

从大公司和大的角度，百度构建了基于人工智能技术

的辅助诊疗信息系统“医院大脑”。阿里发布了新一代

人工智能社会医学影像数据平台“医院大脑”，腾讯发

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视觉影像产品“Doctor You”，

BGI将人工智能技术与相关基因检测和分析相结合，打

造更精细的生物医学服务领域。总的来说，人工智能+
医疗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机遇期。

3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慧医疗——RPA定位控件

元素的组合定位系统 
RPA（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机器人流

程自动化）是一种新型的人工智能的虚拟流程自动化

机器人，能够代替或者协助人类在计算机、手机等数

字设备中完成重复性工作任务。VBA（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宏语言）是基于微软的软件开发平

台Visual Basic产生的一种宏语言，是在Windows桌
面应用程序中执行通用自动化（OLE）任务的一类编

程语言。VBA是典型的宏编程语言应用。宏（英文为

Macro）由一些独立命令组合在一起，解释器或编译器

在遇到宏语言时会进行解析，将这些小命令或动作转

化为一系列指令。Lisp（List Processing）类语言也具

有非常精巧的宏系统，其构建的语法结构能够提供非

常强大的抽象能力和自动化运行机制[5]。其内容流程包

括：一个第一级定位器，用于定位出控件元素；至少一

个第二级定位器，第二级定位器之间递进执行定位任

务，每一个第二级定位器将第一级定位器或上一个第

二级定位器定位出的控件元素作为已定位的参考控件

元素，选取已定位的参考控件元素与待定位的目标控

件元素之间相对不变化的特征，并根据已定位的参考

控件元素和相对不变化的特征对待定位的目标控件元

素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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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实施例中，组合定位系统并不是一个可单独

实现功能的定位器，而是包括多个定位器的一个动态

组合容器。本实施例的组合定位系统是将各个定位器

进行规律组合，以上一个定位器的输出的定位结果作

为已定位的参考控件元素，然后以已定位的参考控件

元素作为下一个定位器的参考对象，使下一个定位器

依据已定位的参考控件元素对待定位的目标控件元素

进行定位。而且，相较于相关方案提供的定位器在目标

软件界面发生变化时无法达到准确的定位效果，在本

实施例的第二级定位器选取已定位的参考控件元素与

待定位的目标控件元素之间相对不变化的特征，然后

根据已定位的参考控件元素以及相对不变化的特征对

待定位的目标控件元素进行定位，在目标软件界面发

生变化时，仍然能够达到准确的定位效果。本系统实施

例的组合定位系统的组合方式通常需要用户根据控件

元素所在界面的变化规律来进行配置，本实施例不作

任何限制。 
（1）相对位置定位器的配置阶段：先获取已定位

的参考控件元素对应参考矩形（相对于主窗体坐标系

的坐标（x ,y）以及元素高度（h）、宽度（w）形成的

矩形信息，求取待定位的目标控件元素在目标软件主

窗体上位置时，常用矩形来表示控件元素，此点属于

本领域的公知常识）和待定位的目标控件元素对应目

标矩形在主窗体坐标系上的各位置的坐标点。以两个

矩形左上角的矩形顶点为例，然后选取参考矩形的第

一坐标点和目标矩形的第二坐标点，且选取出的两个

坐标点的相对偏移位置不因环境因素变化而变化，记

录该两个坐标点相对偏移位置，如下图1所示。（2）相

对位置定位器的运行阶段：通过已定位的参考控件元

素对应的参考矩形，获取第一坐标点，通过没有发生

变化的偏移位置计算出待定位的目标控件元素对的目

标矩形上的第二坐标点，最后基于第二坐标点，再从窗

体结构中获取与该坐标点相近的控件元素作为定位成

功的目标控件元素[6]。 在本实施例中，第一坐标点包括

参考矩形的矩形顶点、矩形边中点和矩形中点之中的

任意一个，如下图2所示。 

图 1　相对位置定位器的配置阶段

图 2　相对位置定位器的运行阶段

4　结论

医学人工智能应用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赋权”社

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

医疗资源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的匮乏。但是，由于目前

的医学人工智能技术在人工智能方面还比较薄弱，缺

乏通信功能，主要用于图像识别等医学连接手段，与患

者没有进一步的通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完善

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将在未来的医

疗服务领域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改变医疗模式，促

进医学教育发展重塑传统医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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