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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作业治疗的应用与展望

黄锦文

香港职业治疗学院

一、人工智能的概念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一词是 1956 年由 John McCarthy,

Marvin Minsky, Nathaniel Rochester, and Claude Shannon 在 Dartmouth 人工智能会议

时提出的，是指一台可以使用语言、自行学习、理解抽象概念并具有创造力的机器。这依

然是我们今天仍在为之奋斗的理想。人工智能擅长使用不同的数据对情况进行分类，有学

者认为以“数据科学(Data Science)”来形容人工智能更为恰当。随着其它技术的高速发

展，如晶片、传感器、记忆体、云端等，使不同种类数据的收集变得可能而其储存及传送

更方便。例如，机器人上的传感器可以评估声音的压

力；用红外摄像头监测体温以及面部和耳垂的情况；

使用变焦镜头观察瞳孔反应、鼻腔闪光和微汗；通过

观察颈部和胸部的细微运动来计算心率和呼吸频率；

用人造鼻子测量各种体味；用慢动作相机对微表情、

手势和眼球运动进行分类；测量姿势，包括肩膀的下

垂、头部的倾斜、躯干的摇摆以及四肢的位置。所有

这些数据都可以显示在监视器上，但人类无法实时准确地解释太多数据。人工智能可以完

成静态图像识别、分类和标记；算法交易策略性能改进；高效、可扩展的患者数据处理；

预测性维护；物体检测和分类；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分发；防范网络安全威胁。

二、人工智能的应用及研究

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主要方法之一，使用编程语言从数据模式中学习。机器学习是

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方面，其中计算机或机器无需明确编程即可学习，可针对特定情况作出

建议或预测。例如，电子邮件垃圾邮件过滤器使用机器学习来检测哪些电子邮件是垃圾邮

件，然后将其与合法电子邮件分开。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及强化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三大

人工智能可以

看、听及理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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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在监督学习中，算法使用已经标记或组织的数据，需要人工输入才能提供反馈。无

监督学习实现的算法中，数据不会提前被标记或组织，必须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发现

关系。通过强化学习，算法能够学习经验，除了最大化一些奖励之外，没有被赋予明确的

目标。

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子领域，通常涉及大量数据。深度学习通过使用神经网络

进行，神经网络分层以识别数据中的复杂关系和模式。深度学习的应用需要庞大的数据集

和强大的计算能力才能发挥作用。深度学习目前被用于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

视觉和用于驾驶辅助的车辆识别。数据对人工智能至关重要。

技术在康复中的应用包括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外骨骼和神经假体，运动和运动控

制，远程呈现、社交机器人、智能环境。适应、合作和信任是康复的中心。人工智能和机

器人通过运动指导、感觉提示、环境控制和改进的情况来增强适应能力。但语言、感觉、

情绪和感受、对情况的意识，对计算机来说是困难的事情。

文献“医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趋势、挑战和机遇”指出物联网 (IoT) 能够以统一的

方式连接多个设备、用户、数据库等。医疗物联网 (IoMT) 是一种旨在促进医疗服务的物

联网。利用物联网，许多医疗任务，如慢性病监测、疾病诊断等都可以远程实现，从而降

低医疗成本并提供更好的服务。典型的物联网系统由感知、网络、应用程序和中间件组件

组成。预计 2019 年至 2025 年 IoMT 的全球市场将增长。

文献“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共检索了 10 个数据库，时间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根据纳入标准，纳入了 105 项研究。老年医疗保健中使

用的人工智能设备概括为机器人、外骨骼设备、智能家居、人工智能健康智能应用和可穿

戴设备、声控设备和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技术的五个角色被确定：康复治疗师、情感支持

者、社交促进者、监督者和认知促进者。

文献“人工智能在精神病学研究、诊

断和治疗中的应用”中研究人员利用一系

列广泛的 NLP 技术，例如特征趋势的统计

分析、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发现了特

定心理健康问题在语言中的表现模式以及

心理健康变化的特征。人工智能应用以及

时、准确、情境化护理为目标，使临床医

生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展现出构建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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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良好能力。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对精神病学精准医学的影响。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

术正在进入精神病学研究和精神保健领域，包括数据收集和构建、特征提取和表征、诊断

和亚型分类、潜在生物标志物识别、实时监测以及精神疾病的最佳治疗。人工智能算法为

更准确地检测、诊断和分类精神疾病提供了突破性机会，包括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自闭

症谱系障碍 (AS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成瘾、睡眠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病 (AD) ），

并改善预后和治疗。此外，Woebot、RoboTherapy、Nao 和 Kaspar 等人工智能机器人正在

迅速发展，可能对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和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临床治疗产生重大帮助。

文献“人工智能在可穿戴设备中的应用：机遇与挑战”指出可穿戴技术是未来信息和

通信技术 (ICT)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可穿戴技术尚未达到可接受的成熟度。数据

收集、数据处理、通信、安全等方面仍面临多重挑战。作为未来的研究，可以研究人工智

能技术在可穿戴设备中的进一步应用，通过监测生理参数或早期自动检测疾病来提高生活

质量。

文献“人工智能用于基于骨骼的物理康复动作评估”应用基于视觉的传感器部署在活

动监控领域以捕获准确的骨骼数据。在计算机视觉（CV）和深度学习（DL）方法也取得了

重大进展，这些因素促进了设计自动患者活动监测模型的解决方案。

有研究指出，人工智能驱动的下肢辅助设备是家庭护理技术的未来，通过智能物联网

驱动的智能马桶为老年人提供护理服务家庭传染病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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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介绍现时市场上一些与康复有关的智能产品

如出行辅助的多功能拐杖；用于健康管理的长者智能手表、健康监测仪器、院舍健康

监测系统、生命体征感应器；用于安全监测的防跌倒系统；用于情感舒缓的陪伴机器人及

触摸与音乐等。

四、展 望

早在 2018 年的国际作业治疗研讨会 (昆明)， Mihailidis 以“拓展老龄化领域的作业

治疗实践：从智能家居到机器人”为主题做报告指出，从反应式的服务到前瞻性的服务，

OT 的服务与科技的结合，老年人及其照顾者变得更懂科技，人们对于科技整合进日常生活

越来越期待。智能家居、机器人、大数据将我们领入更有前景的研究领域、更前沿的技术，

并将改变 OT 的实践。2023 年中国康复医学会学术年会上励建安教授提出数字化健康画像的

概念，基于可穿戴设备和人体物联网将健康状态用数字化画像的方式表达，实现连续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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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定量化、个性化反应个体的健康指数。当前乐龄科技的发展和使用，OT 在这个过程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作出贡献，例如辅助技术的应用、与工程师的合作等。

那么OT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应用上可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的优势是对病患者的问题和

需要有深刻的了解，我们懂得评估病人的能力，知道他们在生活上的需要。我们对环境的

重视和关注，也可是众康复专业之冠。人工智能是数据科学，是把数据变成有用的资料，

再转化为智慧，继而运用在临床及实际的生活上，改善人们的健康。现时有关人工智能产

品所制造出的数据还是很机械式，不容易被理解及运用。OT 在选择、分析和转化这些数据

中提供意见，使人工智能的产品更人性化、更适合病患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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