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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人脸识别概述及其研究背景探讨人脸识别技术在医院诊疗活动中的应用前景，指出人脸

识别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其中人脸识别、体温筛查、预检分诊、

大数据统计、人证（电子健康卡、健康出行码）合一比对、出入口安防布控技术曾经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暴发

期间投入使用，但与医院业务及医疗活动的结合尚在起步阶段，未来可以深入发掘医院诊疗活动相关业务领

域，打造高效、便捷、人文的相关识别技术产品，以提升医疗质量、安全保障及社会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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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By discussing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fa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in hospit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overview of face recognition and its research backgroun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face recognition is a kind of biometric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of a person's facial 

features for identification, in which face recognition, body temperature screening, pre-screening and triage, big 

data statistics, human card (e-health card, health travel code) one-to-one comparison, and entrance/exit security 

arming and controlling technology was put into use during the outbreak, but the combination of hospital business 

and medical activities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in the future, we can deeply explore the business areas related to 

hospit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ctivities, and create more efficient, convenient and humane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to improve medical quality, safety and security and overall soci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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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首要任务。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

疗卫生服务需求，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公

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18
号），提出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第五代移

动通信（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医疗服务深度融合，推进电子病历、智慧服

务、智慧管理“三位一体”的智慧医院建设和医院

信息标准化建设。人脸识别技术作为人工智能的

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在医院得到了迅速发展。本

研究基于人脸识别概述及其研究背景探讨人脸识

别技术在医院诊疗活动中的应用前景。

1 人脸识别概述

人脸识别，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

份识别的一种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是人机交互过

程中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能［1］。常用的生物特征包

括：人脸识别、虹膜识别、指纹识别、声音识别

等［2］，人脸识别以其便捷性、非强制性、非接触性、

并行处理、成本低廉等优势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并

且发展迅速。随着时代的发展，人脸识别在生物

特征识别技术中占据重要位置。

人脸识别技术是当今国际科技领域攻关的高

精尖技术，其涉及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模式识别、

心理学、光学、计算机视觉、视频图像处理等诸多

学科内容［3］。许多模式识别的经典理论和方法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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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针对人脸识别研究而提出，后来又被应用于其

他学科领域。因此，人脸识别技术的研究是诸多

学科融会贯通的一个交叉研究平台。

人脸识别通常要用摄像机或摄像头采集含有

人脸的图像或视频流，包括人脸图像采集、人脸定

位、人脸识别预处理、身份确认以及身份查找等，

并自动在图像中检测和跟踪人脸，进而对检测到

的人脸进行脸部的一系列检测鉴别［3-4］。近年来，

人脸识别硬件的更新速度较快，处理器和图像采

集设备性能提升和成本日渐降低，镜头模组的更

高分辨率、更小体积、更低功耗等，均意味着智能

设备原则上已具备安装和部署人脸识别技术的基

础和可能性，数码相机、摄像机、智能手机的不断

普及极大拓展了人脸识别技术的使用空间。由此

可见，人脸识别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意义，同

时也具有广泛的应用意义。

2 人脸识别研究背景

2.1　人脸识别研究内容　人脸识别技术对输入

的人脸图像或者视频进行是否存在人脸的判断，

如果存在，则进一步给出每张脸的位置、大小和各

个主要面部器官的位置信息，并根据该信息进一

步提取每张人脸中蕴涵的身份特征，将其与已知

人脸进行对比，从而识别每张人脸的身份［5］。从

人脸识别流程可以看出，人脸识别主要包含人脸

检测、预处理、特征提取，匹配与识别等方面，可以

看出人脸识别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脸检测和跟

踪、特征点定位、特征提取、特征匹配等。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人脸识别的研究始于20

世纪60年代，真正进入初级应用阶段是20世纪

90年代末，经历了技术引进、专业市场导入、技术

完善、技术应用、各行业领域使用等阶段，发展至

今，其技术已较为成熟［6］。根据人脸识别技术的

不同发展程度，可将其大致概括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脸识别算法的研究基本集中于

基于人脸几何特征的方法，以及基于人脸模板的

识别方法。但由于这两种方法对图像的清晰度要

求较高，普适性差，在现实应用中容易产生偏差，

常出现误检、漏检情况。

第二阶段，主要是基于统计理论和基于代数

特征的识别方法的研究［7-8］。其中基于代数特征

识别算法的应用较广泛。

第三阶段，随着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及人们

对人脸识别算法的不断摸索，人脸识别方法有了

较大突破，目前已有多种机器全自动识别系统的

成功案例。

目前，国内外研究机构在人脸识别方面取得

了卓越成果。其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人

工智能实验室及媒体实验室、卡耐基梅隆大学

（CMU）的机器人研究所、耶鲁大学、密歇根州立大

学（MSU）等机构对人脸识别方法的发展做出了重

大贡献。此外，德国、韩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

研究机构对人脸识别的研究也做出了突出贡

献［9］。但从产业层面的应用看，美国和以色列的

人脸识别，特别是动态识别水平领先国际［10］。

相对于国外，国内机构对人脸检测识别的研

究起步较晚，但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国内在人脸

检测识别领域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利用深度学

习的方法解决视频人脸识别［8-11］，团队包括清华大

学苏光大教授团队，中科院计算所、生物识别研究

所山世光、李子青教授团队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汤

晓鸥教授团队。算法是人脸识别技术的核心，算

法负责人脸特征提取，并与库存的已知人脸进行

比对，完成最终分类，这是人脸识别最重要的部

分，目前国内已经在算法领域位于全球领先

地位［12］。

总之，随着国内智能化社会建设的发展，人脸

识别技术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智能人脸识别系

统在各种不同领域中的应用将对人们的生活产生

深远影响。

3 人脸识别在医院诊疗活动中的应用前景

3.1　优化医疗服务流程，推进安全便捷就医体验　患

者身份识别广泛存在于医疗活动的各个环节。如

线上线下挂号、创建病历、住院患者输液、采集样

本、分发药品、信息查询、检查报告打印甚至手术

等场景［13-15］。基于人脸识别技术，可快速识别患

者身份，指引患者选择挂号科室，完成挂号；在医

院各个科室，医生可快速调取患者身高、体质量、

体温、血压等相关信息，查询病历，调取检查结果，

显示就诊记录，方便医生准确为每个患者进行诊

断，减少重复问诊，提高效率，减轻医生工作量。

在患者输液、采集样本、分发药品甚至手术、查询

及检查报告打印、费用收缴等场景应用，可防止错

误匹配甚至医疗事故［16］。

3.2　统计诊疗区人流量，合理配备医院资源　基

于人脸识别的运动目标监测和跟踪统计技术，可

以统计出视频图像中患者的就医流量［17］。这一技

术可以应用于医院门诊候诊区及通道人流量的控

制。根据候诊区人数及各通道的人流量，可以合

理配置门诊、医生和导诊人员，也可以作为是否增

减门诊科室、开通或调整就医通道的依据。在成

本合理控制的基础上，实现人力资源的供需匹配。

为患者方便就医，可以优化就医流程，减少楼层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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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往返次数，减少排队次数和排队时间，解决就诊

空间拥挤问题。这一技术与移动APP结合，还可

自动为患者推荐人流量少的检查、治疗及往返通

道，解决就医过程中检查及治疗拥挤排队的问

题［18］。

3.3　精细识别，提升医疗安全事件预见性和及时

性　医院虽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但由于各种原因

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医疗争议不可避免，以暴力行

为伤害医务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演变成恶

性暴力事件。暴力事件可发生在医院各个区域，

其中急诊科、病区、医患沟通办公室等为暴力伤医

事件发生的高危科室，医院管理者要在危机管理

中赢得主动权，就必须建立医院安全预警系统。

基于人脸识别技术，充分应用其“精细识别”“提前

干预”“及时处置”等优势，提升安全事件的预见性

和及时性［19］。对入院患者和家属进行人脸识别，

结合公安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相关数据库，对危机

进行分级，识别潜在医闹患者或家属，针对不同危

机分级的就医患者设置不同警情指标，进行风险

评估，并向保卫部门发出预警，实时显示潜在医闹

患者或家属的具体位置并推送给相关管理、安保

人员，院方可采取积极有效预防措施防止暴力事

件的发生［2］。同时依据医院管理特点，针对重点

科室灵活部署警务人员，提前部署、安排医院安全

管理工作，建立完整、可行的危机管理预案。

病房区域患者安全监护。在病房区域，人脸

识别可以快速准确地识别患者、员工和访客的身

份信息，防止危险及无关人员进入病房，实现安全

管控和记录。另外，通过人脸识别系统监测，一旦

发现患者私自离开病房，系统会自动提醒和报警，

及时通知医护人员。

人脸识别技术有利于完善医院预防体系和健

全医院安全风险管控，在提前识别、事前消除、及

时预警、有效干预安全风险方面有重要意义，可以

提升医院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的精细化、专业化

和及时性。

3.4　非接触测温，加快预检分诊速度，避免交叉

感染　避免感染最主要核心手段就是不接触。人

脸识别技术作为目前最成熟的生物识别技术之

一，通过自有的深度学习技术，提高了人脸识别的

精确度。基于热成像测温原理，任何温度高于绝

对零度的物体都在不停地发射红外辐射，热成像

采集热红外波段的光来探测物体发射的热辐射。

吸收红外辐射后，热敏材料温度会升高，再通过黑

体进行测温标定，建立灰度与温度的准确对应关

系，实现测温功能［20］。结合人脸识别技术和红外

体温筛选系统，可在门诊进行预检分诊，在住院部

高效准确识别医务人员、患者、陪护人员，避免持

证查验带来的交叉感染，加快筛选速度。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防控期间，医院就医问诊全流程、全环

节中使用的“人脸识别系统终端”验证读码，对完

成患者与各流程医护人员“无接触”式建卡、挂号、

缴费、分诊排队、人脸支付［6，21］、就医问诊、取药、检

验、检查以及报告查询等就医问诊全过程起到了

良好效果。

3.5　创新医疗服务模式，满足患者新需求

3.5.1　线上线下医疗服务同质，打造全生命周期

大健康服务　互联智慧健康服务是基于患者实名

认证的“全预约服务”线上医疗服务模式。在云门

诊、云随访、远程会诊、远程教学、学科联盟等多种

线上全生命周期大健康服务中，运用人脸识别技

术进行医生、患者身份认证，使患者不出家门就能

通过手机在线问诊，线上开方，获得药物配送等健

康服务。实现线上线下有机协作，实体医院与互

联网+健康协同发展，打破空间距离，为社会公众

提供触手可及的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22］。

3.5.2　预测患者就医意向，推送相关就医信息，

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提升门诊整体形象［23］　患者

在医院就诊时，因缺乏足够的医学知识以及对医

院的了解，普遍存在不知道挂哪个科室、哪位医生

的号最合适的问题。结合各种医疗大数据、自然

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等AI技术，患者可以通过互

联移动终端进行问诊。医院可以利用预测分析学

的相关理论和人脸识别技术预测患者就医的大致

方向，向患者的移动设备推送相关就医科室、检查

治疗注意事项和相关服务内容等信息，还可以向

患者提供从当前地点到相关诊室、检查、治疗科室

的路线信息［15］。能有效分担分诊护士的工作量，

护士有更多时间为患者做更详细的健康教育和就

诊指导，同时改善了患者的就医体验、优化了预检

分诊工作。

3.5.3　人脸识别技术与医院服务内容宣传牌的

联合应用　通过预测分析学的相关理论，识别出

哪些人是潜在服务需求者，并采用多目标优化推

荐算法，将患者感兴趣的医院开展的业务及服务

内容列表反馈到其移动设备上，同时向患者展现

医院部门简介、最新资讯、咨讯问诊等信息内容。

3.5.4　医院多功能智慧电子地图导航　目前各

医院发展迅猛，医院新的楼宇设施完善，就诊区域

宽阔，患者在诊区内不容易找到就诊位置。导致

医院走廊人流稠密，就诊效率降低。而医院多功

能智慧电子地图导航，可基于人脸识别技术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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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人性化服务，主动识别当前患者身份，在患

者手机上突出显示患者就诊信息及状态，并提供

个性化信息。比如在患者手机上显示院内建筑物

大楼布局，点击后可查看每栋大楼具体楼层科室

分布等。还能与导航技术相结合，为患者提供当

前位置到就医诊室的地图导航［24-25］。此外，在医

院大厅、候诊门诊区、电梯区域、患者活动区域均

可为患者提供所需的各种实时信息。

医院多功能智慧电子地图导航可全面提高医

院服务品质，一是来院导航，显示医院周边地图，

为患者提供来院路线规划和自动导航，展示院内

布局。二是智能导诊，结合人脸识别提供线路提

示、部位筛查、症状搜索，为患者服务，体现人文关

怀，同时服务医院管理者，提高管理效率。

4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前景展望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人脸识别不再是遥不

可及的技术研究，而找准技术与业务的契合点，可

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人脸识别是一种成熟的人体生物识别技术，

但与医院业务及医疗活动的结合还在起步阶段，

对已使用的系统，要不断调整适应。未来可以深

入发掘医院诊疗活动中的相关业务领域，打造出

高效、便捷、人文的产品，为提升医疗质量、安全保

障及社会整体效益增长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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