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華 O T 電 子 期 刊

2024 年 1 月.元旦版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第 1 頁

人工智能在作業治療的應用與展望

黃錦文

香港職業治療學院

一、人工智能的概念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一詞是 1956 年由 John McCarthy, Marvin

Minsky, Nathaniel Rochester, and Claude Shannon 在 Dartmouth 人工智能會議時提出的，

是指一臺可以使用語言、自行學習、理解抽象概念並具有創造力的機器。這依然是我們今

天仍在為之奮鬥的理想。人工智能擅長使用不同的資料對情況進行分類，有學者認為以“資

料科學(Data Science)”來形容人工智能更為恰當。隨著其他技術的高速發展，如晶片、

感測器、記憶體、雲端等，使不同種類資料的收集變得可能而其儲存及傳送更方便。例如，

機器人上的感測器可以評估聲音的壓力；用紅外攝像頭監測體溫以及面部和耳垂的情況；

使用變焦鏡頭觀察瞳孔反應、鼻腔閃光和微汗；通過觀察頸部和胸部的細微運動來計算心

率和呼吸頻率；用人造鼻子測量各種體味；用慢

動作相機對微表情、手勢和眼球運動進行分類；

測量姿勢，包括肩膀的下垂、頭部的傾斜、軀幹

的搖擺以及四肢的位置。所有這些資料都可以顯

示在監視器上，但人類無法即時準確地解釋太多

資料。人工智能可以完成靜態圖像識別、分類和

標記；演算法交易策略性能改進；高效、可擴展

的患者資料處理；預測性維護；物體檢測和分類；

社交媒體上的內容分發；防範網路安全威脅。

二、人工智能的應用及研究

機器學習是人工智能的主要方法之一，使用程式設計語言從資料模式中學習。機器學

習是電腦科學的一個方面，其中電腦或機器無需明確程式設計即可學習，可針對特定情況

作出建議或預測。例如，電子郵件垃圾郵件篩檢程式使用機器學習來檢測哪些電子郵件是

人工智能可以

看、聽及理解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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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郵件，然後將其與合法電子郵件分開。監督學習、無監督學習及強化學習是機器學習

的三大類型。在監督學習中，演算法使用已經標記或組織的資料，需要人工輸入才能提供

回饋。無監督學習實現的演算法中，資料不會提前被標記或組織，必須在沒有人為干預的

情況下發現關係。通過強化學習，演算法能夠學習經驗，除了最大化一些獎勵之外，沒有

被賦予明確的目標。

深度學習是機器學習的一個子領域，通常涉及大量資料。深度學習通過使用神經網路

進行，神經網路分層以識別資料中的複雜關係和模式。深度學習的應用需要龐大的資料集

和強大的計算能力才能發揮作用。深度學習目前被用於語音辨識、自然語言處理、電腦視

覺和用於駕駛輔助的車輛識別。數據對人工智能至關重要。

技術在康復中的應用包括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外骨骼和神經假體，運動和運動控

制，遠端呈現、社交機器人、智慧環境。適應、合作和信任是康復的中心。人工智能和機

器人通過運動指導、感覺提示、環境控制和改進的情況來增強適應能力。但語言、感覺、

情緒和感受、對情況的意識，對電腦來說是困

難的事情。

文獻“醫療物聯網和人工智能：趨勢、挑

戰和機遇”指出物聯網 (IoT) 能夠以統一的

方式連接多個設備、使用者、資料庫等。醫療

物聯網 (IoMT) 是一種旨在促進醫療服務的

物聯網。利用物聯網，許多醫療任務，如慢性

病監測、疾病診斷等都可以遠端實現，從而降

低醫療成本並提供更好的服務。典型的物聯網

系統由感知、網路、應用程式和仲介軟體元件組成。預計 2019

年至 2025 年 IoMT 的全球市場將增長。

文獻“人工智能技術在老年醫療保健中的作用。”共檢索了 10 個資料庫，時間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根據納入標準，納入了 105 項研究。老年醫療保健中使

用的人工智能設備概括為機器人、外骨骼設備、智慧家居、人工智能健康智慧應用和可穿

戴設備、聲控設備和虛擬實境。人工智能技術的五個角色被確定：康復治療師、情感支持

者、社交促進者、監督者和認知促進者。

文獻“人工智能在精神病學研究、診斷和治療中的應用”中研究人員利用一系列廣泛

的 NLP 技術，例如特徵趨勢的統計分析、監督學習和無監督學習，發現了特定心理健康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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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語言中的表現模式以及心理健康變化的特徵。人工智能應用以及時、準確、情境化護

理為目標，使臨床醫生能夠做出更好的決策，展現出構建新未來的良好能力。基於人工智

能的技術對精神病學精准醫學的影響。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技術正在進入精神病學研究和

精神保健領域，包括資料收集和構建、特徵提取和表徵、診斷和亞型分類、潛在生物標誌

物識別、即時監測以及精神疾病的最佳治療。人工智能演算法為更準確地檢測、診斷和分

類精神疾病提供了突破性機會，包括抑鬱症、精神分裂症、自閉症譜系障礙 (ASD)、注意

力缺陷/多動障礙 (ADHD)、成癮、睡眠障礙和阿爾茨海默病 (AD) ），並改善預後和治療。

此外，Woebot、RoboTherapy、Nao 和 Kaspar 等人工智能機器人正在迅速發展，可能對精

神疾病（尤其是抑鬱症和自閉症譜系障礙）的臨床治療產生重大幫助。

文獻“人工智能在可穿戴設備中的應用：機遇與挑戰”指出可穿戴技術是未來資訊和

通信技術 (ICT) 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可穿戴技術尚未達到可接受的成熟度。資料

收集、資料處理、通信、安全等方面仍面臨多重挑戰。作為未來的研究，可以研究人工智

能技術在可穿戴設備中的進一步應用，通過監測生理參數或早期自動檢測疾病來提高生活

品質。

文獻“人工智能用於基於骨骼的物理康復動作評估”應用基於視覺的感測器部署在活

動監控領域以捕獲準確的骨骼資料。在電腦視覺（CV）和深度學習（DL）方法也取得了重

大進展，這些因素促進了設計自動患者活動監測模型的解決方案。

有研究指出，人工智能驅動的下肢輔助設備是家庭護理技術的未來，通過智慧物聯網

驅動的智慧馬桶為老年人提供護理服務家庭傳染病健康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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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介紹現時市場上一些與康復有關的智慧產品

如出行輔助的多功能拐杖；用於健康管理的長者智慧手錶、健康監測儀器、院舍健康

監測系統、生命體征感應器；用於安全監測的防跌倒系統；用於情感舒緩的陪伴機器人及

觸摸與音樂等。

四、展 望

早在 2018 年的國際作業治療研討會 (昆明)， Mihailidis 以“拓展老齡化領域的作業

治療實踐：從智慧家居到機器人”為主題做報告指出，從反應式的服務到前瞻性的服務，

OT 的服務與科技的結合，老年人及其照顧者變得更懂科技，人們對於科技整合進日常生活

越來越期待。智慧家居、機器人、大資料將我們領入更有前景的研究領域、更前沿的技術，

並將改變 OT 的實踐。2023 年中國康復醫學會學術年會上勵建安教授提出數位化健康畫像的

概念，基於可穿戴設備和人體物聯網將健康狀態用數位化畫像的方式表達，實現連續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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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定量化、個性化反應個體的健康指數。當前樂齡科技的發展和使用，OT 在這個過程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並作出貢獻，例如輔助技術的應用、與工程師的合作等。

那麼OT在人工智能的發展及應用上可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的優勢是對病患者的問題和

需要有深刻的瞭解，我們懂得評估病人的能力，知道他們在生活上的需要。我們對環境的

重視和關注，也可是眾康復專業之冠。人工智能是資料科學，是把資料變成有用的資料，

再轉化為智慧，繼而運用在臨床及實際的生活上，改善人們的健康。現時有關人工智能產

品所製造出的資料還是很機械式，不容易被理解及運用。OT 在選擇、分析和轉化這些資料

中提供意見，使人工智能的產品更人性化、更適合病患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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