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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本项目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在红外热图临床应用研发及产业化方面开展深入研

究。其技术原理围绕利用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对红外热图中蕴含的丰富人体热
信息进行精准分析与解读。通过构建深度神经网络模型，模拟人类专家对热图特
征的识别与判断过程，能够自动提取关键热图特征，如异常热点、温度分布模式
等，并依据大量临床数据训练模型，使其具备准确识别疾病相关热图模式、预测
疾病发生发展趋势以及辅助临床诊断与治疗决策的能力，从而实现红外热图在临
床应用中的高效、精准转化，推动该领域向智能化、产业化方向迈进。

核心技术原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红外热成像原理
任何物体只要其温度高于绝对零度（-273.15℃），都会因分子的热运动而向

外辐射红外线。人体也是一个天然的红外辐射源，其不同部位的温度分布存在差
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人体生理和病理状态下的代谢变化。红外热成像设备通过非
接触式的探测器接收人体发射的红外线，并将其转换为电信号，进而生成可供分
析的红外热图。热图中的不同颜色或灰度代表着不同的温度区域，医生可据此初
步观察人体体表的温度分布情况。

（2）人工智能算法原理
深度学习算法：采用卷积神经网络（CNN）等深度学习架构。CNN 具有局部

感知野、权值共享和池化操作等特性，能够自动学习红外热图中的特征模式。例
如，在图像预处理阶段，CNN 可以识别并去除热图中的噪声、伪影等干扰因素，
提高图像质量。在疾病诊断应用中，通过对大量标注有疾病类型和健康状态的红
外热图样本进行训练，CNN 能够学习到不同疾病对应的热图特征模式，如炎症区
域的高温特征分布、肿瘤的异常热代谢表现等。训练完成后，将待诊断的红外热
图输入到训练好的网络模型中，模型即可输出对该热图对应的疾病诊断预测结果
或健康风险评估。

机器学习算法辅助：除了深度学习，还运用了一些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如
支持向量机（SVM）、随机森林（RF）等进行特征工程和模型优化。在特征提取
方面，利用这些算法分析红外热图中的温度统计特征（如均值、方差、峰值温度
等）、区域温度差异特征、纹理特征等，并筛选出对疾病诊断具有重要意义的特
征组合。然后，将这些特征作为输入，构建 SVM 或 RF 模型进行疾病分类或预测。
例如，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早期筛查中，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红外热图中
足部特定区域的温度梯度变化特征，建立预测模型，以辅助医生早期发现病变迹
象。

通过以上技术原理的综合运用，本项目旨在开发出一套高效、准确的基于人



工智能技术的红外热图临床应用系统，实现对多种疾病的早期筛查、辅助诊断和
病情监测，推动红外热图在临床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和产业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