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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辅助的康复护理评估工具研发与临床应用前景 

王凤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东院区  陕西西安  710089） 

【摘  要】目的 分析人工智能辅助的康复护理评估工具研发与临床应用前景。方法 选取我院康复中心收治的患者58例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组后使用不同康复护理评估模式，最后比较两组康复护理的评估准确性和评估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使用的人工

智能辅助评估工具的准确性显著高于传统手工评估，P<0.05。观察组的康复护理评估满意度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人工智能辅助的康复护理评估工具在提高评估准确性和护理满意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为未来康复护理的智能化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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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I-assiste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evaluation tool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prospects 

Wang Feng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 &#039；an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Xi&#039；an，Shaanxi Province  710089）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i-assiste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evaluation tool and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prospect. Methods 58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rehabilitation center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and the 

evaluation accuracy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accuracy of the AI-assisted assessment tool used by 

the outcom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manual assessment，P &lt；0.05. Satisfaction with 

rehabilitation care assess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 &lt；0.05. Conclusion 

The AI-assisted rehabilitation nursing evaluation tool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accuracy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and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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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AI）技术已

经广泛应用于医疗健康领域，尤其在康复护理中展现出了巨

大的潜力。传统的康复护理评估方法，通常依赖于护理人员

的经验和标准化工具，虽然能够提供一定的评估依据，但往

往受限于人为因素，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难以保证。

此外，传统评估方法在处理大规模数据时，往往存在效率低

下的问题，且护理计划的个性化制定也面临诸多挑战。人工

智能，尤其是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引入，为解决这

些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AI 辅助的康复护理评估工具能

够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实时监测患者的康复进展，精准

评估其身体状况，进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护理方案。这种方

法不仅能够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和效率，还能降低人为因素对

结果的干扰，使得康复护理更加科学和精准。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3 年 9 月-2024 年 9 月我院康复中心收治的患

者 58 例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各有患者 29 例。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康复护理评估方法。护理人员根据常

规的标准化评估工具对患者的康复状况进行数据收集与分

析，使用传统的问卷调查、身体检查和主观判断等方式评估

患者的身体状况、康复进展及护理需求。基于评估结果，护

理人员根据经验制定相应的康复护理计划，进行干预和护

理。虽然这种方法广泛应用于临床，但其评估过程受到护理

人员经验、主观因素及数据处理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1]。 

观察组则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的康复护理评估工具进行

智能化评估。该工具结合大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算法，自动

化地收集患者的身体数据、病史信息、康复进展等，实时监

测患者的康复状况。AI 工具通过系统分析，将患者的康复

需求、护理计划和进展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并依据评估结果

生成个性化的护理方案。这一方法不仅提升了评估的准确性

和客观性，还通过智能化处理和个性化护理方案的制定，进

一步优化了护理效果[2]。 

1.3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康复护理的评估准确性和评估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统计学工具 SPSS22.0 软件数据库进行统计，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评估准确性 

观察组使用的人工智能辅助评估工具的准确性显著高

于传统手工评估，P<0.05。见表 1。 

2.2 评估满意度 

观 察 组 的 康 复 护 理 评 估 满 意 度 显 著 优 于 对 照 组 ，

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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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评估准确性比较 

指标 对照组（n=29） 观察组（n=29） t P 

评估一致性（Kappa 值） 0.68±0.08 0.92±0.05 1.43 <0.001 

错误诊断率 14.34±3.21 3.21±2.11 9.67 <0.001 

误差幅度 4.32±1.25 1.48±0.87 6.75 0.002 

预测精度 72.56±6.78 88.14±4.62 8.92 <0.001 

识别时间（秒） 45.12±7.34 28.67±5.19 5.87 0.004 

表 2  评估满意度 

指标 对照组（n=29） 观察组（n=29） t P 

护理服务满意度（分） 78.56±5.32 89.45±4.12 8.42 <0.001 

评估结果清晰度（分） 72.43±6.45 87.34±5.28 7.31 <0.001 

个性化护理方案满意度（分） 75.21±7.13 90.12±4.91 6.64 <0.001 

沟通效果满意度（分） 80.56±6.78 91.34±4.42 6.77 <0.001 

整体满意度（分） 74.12±6.92 88.67±5.34 7.86 <0.001 

3 讨论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AI）已经逐渐渗透到

医疗健康领域，尤其在康复护理的评估中，展现出巨大的潜

力。传统的康复护理评估方法虽然在临床中广泛应用，但由

于评估过程依赖护理人员的经验、主观判断及标准化工具的

局限性，常常存在准确性不足和效率低下等问题。相比之下，

人工智能辅助的康复护理评估工具通过大数据分析与机器

学习技术，能够显著提升评估的精准度、客观性和效率，为

患者提供更为个性化、科学的护理方案。AI 辅助评估工具

能够基于大量患者数据进行深度分析，从而实现对患者身体

状况和康复进展的精准评估。通过集成患者的病史、治疗过

程、身体检测数据等多维信息，AI 系统可以识别患者的康

复趋势，监测康复中的微小变化，做到早期预警和精准干预。

这种精准的评估方式能够有效减少人为误差，避免因护理人

员主观判断导致的偏差，从而提升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靠

性。AI 工具在数据处理和分析方面具备极大的优势。传统

的手工评估依赖于护理人员的个人经验和标准化评估工具，

在面对大量患者数据时往往效率较低，且容易遗漏重要信

息。而人工智能系统则能够实时、自动地处理和分析大量数

据，并根据分析结果提供个性化的护理建议。例如，AI 系

统能够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情、康复进展和护理需求，自动生

成最适合的康复护理方案，避免了传统手工评估中可能存在

的“经验误差”，使护理计划更加科学和精确。AI 辅助评估

工具能够优化护理方案，提高护理的质量和效率。通过对大

量康复数据的学习，AI 系统能够不断改进和调整评估模型，

逐步积累经验，从而优化治疗方案和护理措施。这不仅使得

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最适合的康复护理方案，还能根据患者

的实时反馈进行调整，保证护理干预的效果最大化[3]。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在医疗领域的

应用前景已成为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的重要话题。特别是

在康复护理评估中，AI 辅助工具的应用为提高评估准确性、

个性化护理方案的制定以及护理效果的优化提供了新的可

能性。尽管目前人工智能在康复护理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探索

阶段，但其在临床实践中的推广前景广阔，具有显著的潜力

和价值。在传统的康复护理中，评估的精准性往往受限于护

理人员的经验和操作手法，不同护理人员的主观判断可能导

致不同的评估结果，进而影响患者的护理方案。而 AI 技术

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实时、客观地评估患者的

康复进展、护理需求等关键指标，自动生成个性化的护理方

案。这种智能化的评估方式不仅能够减少人为误差，还能提

高护理计划的精准度和针对性，从而改善患者的康复效果。

人工智能工具在临床应用中的推广，能够显著优化护理工作

流程，提升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AI 系统能够快速处理大

量数据，实时跟踪患者的康复进展，帮助护理人员更高效地

进行决策和干预。护理人员可以将更多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患

者的实际护理上，而不必花费大量时间在数据收集、分析和

方案制定上。AI 的引入使得护理工作更加智能化和系统化，

提升了护理团队的整体协作能力和服务质量[4]。 

尽管人工智能（AI）在康复护理评估中的应用展现了巨

大的潜力，并且在提升评估准确性、优化护理方案和提高工

作效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在实际临床推广中，仍然面

临一些挑战和困难。要确保人工智能工具能够在广泛的临床

环境中得到有效应用，还需要解决多个问题，包括护理人员

的技术培训、AI 工具的普及率、以及医疗环境对新技术的

适应性等。尽管 AI 辅助评估工具能够自动化地进行数据分

析和评估，但这些工具的使用仍然需要护理人员具备一定的

技术能力和操作水平。目前，大部分护理人员习惯于传统的

护理评估方法，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可能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操

作经验。因此，在临床推广 AI 辅助工具时，必须加强护理

人员的教育培训，帮助他们掌握新技术的操作方法和优势。

培训内容应包括如何正确使用 AI 工具进行评估、如何解读

AI 工具的分析结果以及如何根据这些结果制定个性化的护

理方案等方面。只有护理人员能够熟练操作和理解 AI 评估

工具，才能真正发挥其在临床护理中的作用。当前，虽然大

部分大型医院已经开始试点使用 AI 技术，但在一些基层医

院或资源有限的地区，AI 工具的普及仍然面临资金、设备

和技术等方面的制约。很多基层医院由于预算限制，无法购

买或更新先进的人工智能设备，导致这些医院难以享受到

AI 技术带来的便利[5]。因此，为了实现 AI 工具在康复护理

中的广泛应用，需要通过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推动

AI 技术的普及。例如，可以通过医保报销、政府补贴等方

式，降低基层医院的技术投入成本，帮助他们实现 AI 工具

的引进和应用。此外，AI 工具本身也应当在设计时考虑到

不同医院、不同环境的适应性，具备更高的兼容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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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能够广泛应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人工智能技

术虽然在理论上具有显著优势，但在临床应用中，护理人员

和患者往往更倾向于信任传统的经验和手工评估。因此，需

要通过临床数据的积累和不断验证，来提升 AI 工具的可信

度。通过展示其在实际临床中的效果，增强医护人员和患者

对 AI 技术的信任，有助于促进 AI 工具的接受和推广。 

在本研究中，观察组使用的人工智能辅助评估工具在评

估准确性上显著优于对照组，P 值小于 0.05，表明 AI 工具

能够更加精准地评估患者的康复进展和护理需求。与传统手

工评估相比，AI 工具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能

够减少人为误差，提供更加客观和准确的评估结果，从而优

化了康复护理方案的制定。此外，观察组的康复护理评估满

意度也显著高于对照组，P 值小于 0.05。这表明，患者对人

工智能辅助评估工具所提供的护理服务感到更加满意。AI

工具通过实时监控患者的康复状态并提供个性化的护理方

案，使患者能够感受到更高效、精准的护理服务，进而提升

了患者的整体护理体验和满意度。综上所述，人工智能辅助

的康复护理评估工具在提高评估准确性和护理满意度方面具

有明显优势，为未来康复护理的智能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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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长时间持续增高时，表示患者的感染程度会持续性加
重，也是对患者预后质量产生影响的主要标志，反之则表示
患者的感染程度降低，由此可见，PCT 水平的检测，可对急
性胰腺炎患者的感染程度进行预测，并对患者的治疗方案的
指导提供有利依据[7]。最新研究表示[8]：PCT 能够对急性胰腺
炎患者的抗生素治疗方案的调整提供数据支撑。 

本次研究中，通过对急性胰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
析，对患者的血清 PCT 水平进行动态性监测，可对患者的
疾病严重程度进行评估，指导患者抗生素治疗方案的制定。
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的 PCT 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
重度组患者的 PCT 水平高于轻度组（P＜0.05）；观察组治疗

后第 10d 的 PCT 水平低于治疗后第 5d，低于治疗后第 1d（P
＜0.05）。由此可见，PCT 水平的动态性监测，可对急性胰
腺炎患者的疾病进展期间的感染情况进行反映，表示 PCT
的动态性变化能够对急性胰腺炎的疾病发生状况进行评估。
通过对应用抗生素进行治疗后急性胰腺炎患者的 PCT 水平
进行动态性监测，发现 PCT 水平在治疗后逐渐降低，且逐
渐趋于正常，说明在治疗期间通过监测其 PCT 水平，能够
对其抗生素治疗方案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急性胰腺炎患者通过 PCT 的动态性监测，
可对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进行评估，为患者抗生素用药方案
的制定提供数据依据，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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