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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在护理领域的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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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技术在疾病诊断、病理分析、新药研发等方面应用广阔，将人工智能技术与护理专业结合，

制定相应的专家系统、智能辅佐设计和决策支持系统等将提高社会、经济的综合效益。本文总结了人工智能技术在

护理领域各方面的研究进展和运用现状，针对临床护理、护理教育及延伸护理等子领域分别阐述了目前人工智能技

术的研究及应用情况，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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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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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medical fields such as disease diagnosis, pathologic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Combi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ith nursing profession, and formulating 
corresponding expert system,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and intelligent assistant design will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benefi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is paper, we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statu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various aspects of nursing profession, such as clinical nursing, nursing education and extended nursing,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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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一门新型

学科，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许多国

家已将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2017 年 
7 月我国颁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指

出要不断推行和运用人工智能模式下的治疗护理新

手段、新模式，并且搭建精准快速的智能医疗体 
系。随着全球社会老龄化的日益加剧，就医群体数

量不断增加，但护理人力资源极度紧缺，需要科技

含量高的智能护理技术来满足社会对医疗护理服务

的需求，减轻护理人员劳动强度，提升护理服务水

平。与其他学科一样，护理学科也是人工智能技术

运用中的重要辐射范围。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将对护理模式的改变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具有

重要的意义[1-2]。

1　护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概况

人工智能技术已逐渐影响国内外医疗行业

的工作模式，其在疾病诊断、病理分析、新药研

发、实践理论和中药辨识等方面已取得杰出成

绩。由 IBM 公司研发的 Watson 将医师的诊疗经验

与医疗大数据整合，并进行分析和判断，为医护

人员提供辅助性的处理逻辑，成为全球先进的医

疗人工智能系统代表[3]。护理人工智能技术目前主

要应用于药品器械传递、患者移动、延伸护理和

护理教育等方面，其可有效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

压力。

1.1　人工智能技术在饮食护理中的应用　随着人

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残疾人和失能老年人对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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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需求与护理人力资源缺乏的矛盾日益加剧。其

中日常饮食护理是照护对象最重要的生活活动之

一，护理人员需花费大量时间与被护理者交流，以

了解照护对象喜欢的食物、适宜的喂食间隔等。这

些护理工作将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自 20 世纪 80 
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先后研制出多种饮食护理

人工智能机器人，这给残疾人和失能老年人的生活

带来极大的便利，也有效减轻了护理人员的工作负

担。日本神奈川工科大学研制了一款针对四肢瘫痪

患者的进食辅助机器人，其由人机交互系统和辅助

进食机器人系统组成，成功实现了人机交互功能，

为四肢瘫痪用户提供了便捷的助餐条件[4]，也为残

疾人和失能老年人的日常饮食护理活动提供了有效

的解决方案。

1.2　人工智能技术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　教育人

工智能（EAI）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学习科学相结合

而成的一个新兴领域[5]。护理教学系统中也逐渐引

入了人工智能技术，与护理教学体系的智能性、迁

移性和分布性等特点有效契合，使学习资源得到充

分应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条件[6]。人工智

能导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需求和学习

习惯等为学生订制个性化学习计划[7]。智能测评可

以对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评价，并且实时跟踪学生

的学习表现。护理教育学习者可以通过数据挖掘建

模了解和掌握学习结果与教学行为、学习资源、学

习内容等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预测学习 
趋向[6]。

1.3　人工智能技术在慢性疾病护理管理中的 
应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慢性疾病成为国内常

见疾病中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将人工智能技

术与医疗设备、移动计算和传感器技术等最新技术

相结合，有可能创造和提供更好的慢性疾病护理 
服务[7]。目前基于移动应用的创新慢性疾病护理模

式最早形成于美国。如医护人员通过自我监测的血

糖应用帮助自制力强的患者自我管理，使之成为减

少糖尿病患者低血糖的有效工具[8]。适合临床日常

实践和慢性疾病自我管理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逐步

建立，为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工具。

1.4　智能病房　为了降低临床医护人员和患者的

双重压力，2016 年 IBM Waston 物联网（LoT）支

持的智能病房于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医院推出[9]。

该智能病房运用 IBM 的自然语言性能和认知计

算，使患者能要求护理人员提供某种具体信息和协

助其活动，甚至自己发出口令来进行灯光调节、温

度调节和开启音乐等，从而营造舒适的病房环境。

该智能病房还可以与患者互动交流，从而更好地协

助医师和护理人员开展工作；同时，记录和存储的

资料还可供日后医学检查[10]。为更有效地实现患儿

危险预警，提高医护人员的早期风险预见性，洛杉

矶儿童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自主研发了基于

既往医疗数据分析的智能软件[9]，以提高对重症患

儿的照护质量。

2　护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机遇 

2.1　帮助护理人员进行患者就诊前健康状况初步

分析评估　临床护理评估主要包括患者入院身体评

估、心理评估、风险评估、生活总自理能力评估及

健康教育需求评估等。规范护理评估流程，使之更

科学、全面，对于提高临床整体护理质量具有重要

影响，而且也符合护理安全优先[11]的服务要求。人

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有望将医疗和护理的所有相

关知识和经验汇聚在一个超级机器人身上，从而更

高效、精准地将各项医疗及护理相关数据进行整

合，为每位居民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并运用云平

台、一体化等信息方法组建健康大数据。人工智能

技术可帮助护理人员第一时间掌握患者个体化信息

和差异性数据，有效做好护理评估和诊断工作[12]。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在帮助医护人员获取和管理患

者信息的同时，还能从群体特征和个体特性方面通

过智能分析、整理和归纳总结疾病预防、治疗、

护理和康复的多种需求[13]，提升护理人员的业务水

平。我国的临床护理工作者应重视与护理健康评估

相关的内容，如评价工具的开发与应用研究等，建

立符合我国护理临床工作特点的健康评估工作流程

和评价体系。

2.2　缓解护理人力资源紧张局面　目前我国医疗

卫生人力资源不足，尤其是护理人力资源缺乏。人

工智能技术的支撑可有效提升临床护理工作效率，

保障临床护理质量。随着信息化护理资源管理系统

的实施，将护士工作站系统与掌上电脑（PDA）等

移动终端设备有机结合，信息联网互通，改良护理

评估、护理计划制定、护理措施实施和护理效果评

价流程，将护理人员从反复重复操作、手工书写执

行中解放出来，从而将更多时间用在对患者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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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中，提供优质护理服务[14]。借助人工智能技术

完成患者身份匹配，能提高身份识别的准确率，减

少用药、采血及其他护理操作失误，保障医疗护理

安全。目前，患者的出院随访及延伸服务工作大多

由护理人员完成，如由医疗机器人协助或独立完成

可节约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有效提高现有人力资源

的使用率，缓解目前面临的护理人力资源紧张的局

面[15]。

2.3　重构护理服务模式　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政府政策导向将导致未来医疗护理服务模式发

生巨变。通过智能化移动终端和可穿戴设备仪器

的监测，及时发现健康状况异常的个体和人群，

做到疾病早期识别，提前给予患者健康提示和专业

建议，可有效将护理服务时间段前移，在患者发

病就医前给予护理干预，真正做到未病先防、既病

防变。对于部分初次发病的患者，可以第一时间通

过智能化移动平台进行访问，通过医疗人工智能系

统的互动沟通对健康状况进行预评估。在这种护理

模式下，患者对实体医疗机构的依赖程度将大大降

低，对信息化人工智能系统的医疗及护理支持的依

赖将越来越高[16]。

3　小　结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其在健康领域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应用前景广阔，但仍需要广大医

疗卫生工作者、计算机专家等跨领域协作，不断研

发出更智能、便捷的应用，为医护人员提供更精准

的辅助帮助，为患者带来更安全、品质更高的医疗

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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