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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梳理和总结近年来基于人工智能的新生儿黄疸居家管理的研究现状，分析人工智能在新生儿黄

疸居家管理中的应用情况，包括症状监测、智能预警和个性化健康指导等方面的功能，探讨其应用效果

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在新生儿黄疸居家管理中的应用提供参考依据，以提高新

生儿黄疸的管理水平，保障新生儿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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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home management of neonatal jaundice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ecent years,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ome management of neonatal jaundice, including the functions of symptom monitoring, intelligent 
early warning and personalized health guidance, discusses the recent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home management of neonatal jaun-
dice, ensure the health of neo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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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黄疸是因胆红素在体内积聚致使皮肤、巩膜等部位黄染。约 60%的足月儿和 80%的早产儿会出现黄

疸，发生率较高[1]。多数足月儿的黄疸会在出生后 7~10 天左右消退，早产儿的黄疸多在出生后 2~4 周消

退，以上均属于生理性黄疸；然而部分新生儿的胆红素水平持续升高，透过血脑屏障，引发胆红素脑病，

进而导致新生儿神经系统的永久性损伤，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这属于病理性黄疸，病理学黄疸多在新

生儿居家情况下发生[2] [3]。因此，新生儿黄疸的居家监测与管理至关重要。 
传统的新生儿黄疸管理主要依赖医疗机构，新生儿需频繁前往医疗机构复查胆红素水平，既增加了

时间和经济成本，还使新生儿暴露于医院的易感环境中[4] [5]。而监护人在新生儿黄疸居家护理过程中，

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往往难以准确判断黄疸的严重程度和变化情况，导致严重后果[6]。近年来，新生

儿黄疸的居家管理逐渐受到监护人和医疗机构的重视。居家管理能够让新生儿在熟悉、舒适的家庭环境

中接受监测和照护，减少因就医带来的不便和感染风险，同时提高了监护人的参与感和护理能力。 
人工智能作为当今科技领域的前沿技术，具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分析和预测能力，能够为黄疸的诊

断、监测和治疗提供决策支持[7]-[9]。在新生儿黄疸居家管理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实现对新生儿黄

疸的实时监测、智能预警和个性化健康指导，有效提高居家管理的质量和效果，降低黄疸相关并发症的

发生风险[10]。目前，人工智能在新生儿黄疸居家管理中的应用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处于发展

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11]。因此，人工智能的新生儿黄疸居家管理的进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 

2. 人工智能在新生儿黄疸居家管理中的应用 

2.1. 病理性黄疸的风险预测 

新生儿黄疸的发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早产、低体重、母婴血型不合、感染等[3]。传统的风险

评估方法主要依赖于医生的临床经验和简易评分系统，准确性有限。而机器学习算法能够对大量的临床

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发现数据之间的潜在关系，从而构建出更加准确的风险预测模型，此类模型可以

根据实际数据分析出新生儿黄疸和胆红素脑病的危险因素，如萄糖-6-磷酸脱氢缺乏症、感染、溶血、总

胆红素峰值高及高总胆红素与白蛋白比值，均被证实为新生儿病理性黄疸的并发症高危因素[12] [13]。 
黄疸风险预测模型可以量化评估新生儿发生黄疸的风险，识别出高风险新生儿。以便医护人员提前

对其制定个性化的监测和干预方案。如采取增加监测频率、提前进行光疗等手段，从而降低新生儿黄

疸的严重程度，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率[14]。有研究表明，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构建的黄疸风险预测模型，

其预测准确率高于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能够更有效地识别出高风险新生儿，为早期干预提供科学依

据[15]。 

2.2. 黄疸症状的动态监测 

一些智能手环、智能贴片等可穿戴设备，能够实时采集新生儿的胆红素水平、心率、呼吸等数据，

并通过蓝牙等无线通信技术将数据传输到监护人的手机或其他智能终端上。江为[16]等研究者开发了一

种可穿戴的胆红素监测设备，该设备采用无创的光学传感器，能够实时监测新生儿皮肤的胆红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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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监护人观察新生儿的健康数据，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设备 24 小时不间断监测新生儿胆红素水平变化

情况，为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另外，监护人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序，记录新生儿的黄疸症状、喂养情况、排便次数等信息。部分

应用程序还具备图像识别功能，通过上传新生儿的皮肤照片，即可初步判断新生儿的胆红素水平，达到

无创评估新生儿黄疸的程度，研究发现其预测准确度可以达到 96.87% [17]-[19]。相比医生肉眼判断黄疸

的严重程度，人工智能图像识别黄疸能够排除光线、观察角度等人为因素的干扰，更精准地识别皮肤颜

色的细微变化，可能为黄疸的诊断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2.3. 医疗资源的整合分配 

远程医疗支持功能使优质的医疗资源覆盖到更广泛的地区，打破了地域限制，让更多的监护人和新

生儿受益。即使在偏远地区，新生儿也能够享受到专业医生的诊疗服务，提高了对新生儿黄疸的管理水

平[20]。 
在传统的医疗模式下，监护人如果对新生儿黄疸有疑问或需要咨询，往往需要带新生儿到医院就诊，

既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还可能增加新生儿感染的风险。而通过远程医疗平台，监护人可以随时随地

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将新生儿的黄疸监测数据、症状描述、照片等信息上传到远程医疗平台，与医

生沟通和交流，研究证实这类远程医疗手段可以有效降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和胆红素脑病的发生率[20] 
[21]。在远程医疗中，医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及时给出诊断意见和治疗建议。必要情况下，

医生还可以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与监护人交流，进一步了解新生儿的情况，指导监护人居家护理和治疗。

对于一些轻度黄疸的新生儿，医生可以通过远程医疗平台指导监护人在家中进行光疗，并定期监测黄疸

变化情况[22]。 
人工智能的应用还可能降低新生儿黄疸的治疗成本，远程医疗减少了不必要的就医和住院次数，降

低了医疗费用[23]。此外，人工智能提供的健康信息支持，能够协助监护者及时发现新生儿的病情变化，

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从而避免了因病情加重而导致的高额医疗费用。 

2.4. 居家护理的质量保障 

2.4.1. 健康信息支持 
在新生儿黄疸居家管理中，监护人对黄疸的认知了解和掌握程度直接影响着管理的效果[24]。人工智

能技术通过多种方式为监护人提供黄疸知识和护理指导，有效提高了监护人的认知水平和依从性。 
向雪[7]等研究者发现，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以根据监护人的需求和新生儿的实际情况，提供个性

化的知识内容，监护人可以根据新生儿的具体情况，咨询关于新生儿黄疸加重的原因和应对措施的相关

知识。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获取黄疸知识的监护人对黄疸知识的知晓率得到了有效地提升[7]。如遇

到机器人无法解答的问题，系统会自动接通到医护人员，避免了监护人从繁杂的信息中筛选所需的内容，

做到信息及时、个性化，为新生儿黄疸的居家护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的健康宣教服务，提高了监护人对新生儿黄疸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增强了其居家

护理的依从性，有助于提高新生儿黄疸的居家管理的质量[9]。 

2.4.2. 心理支持 
新生儿黄疸往往会加重监护人的焦虑情绪，而人工智能的实时监测和远程医疗支持，让监护人能够

随时得到专业医生的指导和建议，减轻其的心理负担。有研究指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监测新生儿症状、

获取健康信息的监护者，其焦虑程度有明显的缓解[7]。 
此外，监护人对新生儿黄疸居家管理的满意度也因人工智能的应用有所提高[25]。监护人认为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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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的服务更便捷、专业，能够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 

3. 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3.1. 数据安全隐患 

新生儿黄疸管理涉及大量的个人健康数据，包括新生儿的基本信息、医疗记录、监测数据等。这些

数据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和隐私性，信息泄露可能会对新生儿及其家庭造成严重的影响。现阶段人工智能

开发公司已经利用一些技术手段来保护用户的数据安全，但随着数据量的不断增加和数据应用场景的日

益复杂，数据安全依然存在巨大的隐患[26] [27]。 

3.2. 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有待提升 

人工智能模型的构建依赖于大量高质量的数据和合理的算法选择。然而在实际应用中，数据质量参

差不齐，可能存在缺失、错误、不完整等问题，均会影响模型的训练效果和准确性[28]。且不同地区、不

同种族的新生儿黄疸特征可能存在差异，现有的模型可能无法完全适应所有情况，导致预测结果的可靠

性不足，预测效果不够稳定。如某些基于特定地区数据训练的黄疸预测模型，在应用于其他地区时，可

能会出现预测偏差较大的情况[29]。 

3.3. 人工智能推广受限 

部分监护人对人工智能技术缺乏了解和信任，担心其准确性和安全性，可能不愿意使用相关的设备

和服务，因此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程度有限。且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维护需要高昂的成本，这间接增

加了医疗机构和家庭的使用成本。限制了人工智能在新生儿黄疸居家管理中的广泛应用。 

4. 未来发展方向和研究建议 

4.1. 提高人工智能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应通过采用更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提高模型对复杂数据的处理能力。同时加强对数据质量的管控，

建立完善的数据清洗和验证机制，确保用于模型训练的数据准确、完整、可靠[30]。 

4.2. 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临床验证和推广应用 

未来应开展更多人工智能相关的临床研究，对其在新生儿黄疸居家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多重验

证。通过实践不断完善人工智能系统的功能，提高其临床实用性和安全性。同时应加强对监护人和医

护人员的培训，提高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识和接受度，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实践中的推广应用。还

可以组织开展基于人工智能的新生儿黄疸居家管理试点项目，收集数据和反馈，不断地对系统进行优

化升级。 

5. 小结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在新生儿黄疸居家管理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人工智能可

以实现居家黄疸监测的便捷化、实时化和精准化，为新生儿病理性黄疸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有力支持；

缩短了黄疸消退时间，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对新生儿黄疸的治疗效果产生了积极效果[31]；同时改善了监

护人的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和心理状态；提高了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了不必要的就医和医疗成本。 
然而，人工智能在新生儿黄疸居家管理中的应用仍处于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未来还

需要加强技术研发和推广。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或将在新生儿黄疸居家管理中发挥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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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为保障新生儿的健康成长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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