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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自动问答系统相关研

究日趋增多。与传统搜索引擎相比自动问答系统更

快捷地为用户提供更准确的信息，较好地弥补了传

统搜索引擎的不足，将成为下一代主流搜索方

式［１］。中医药自动问答系统在用户用自然语言输入

具体病症描述问题后，以中医药学语言系统为词

库，利用中文分词、命名实体抽取等技术将自然语

言转化为规范术语表示，基于中医药学语言系统语

义网络查找相关知识体系，判断用户可能患有的病

症并反馈相关信息，通过与用户进一步交互进行多

次反馈从而形成较为可信的结论。同时利用信息搜

索功能找出相似度较高的病案输出处方建议，为用

户提供辅助诊疗建议［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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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医药自动问答系统

２１　概述

２１１　定义　中医药自动问答系统是以中医药学
语言系统为基础，结合中医药领域专家知识，利用

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自动问答、信息检索等

技术构建的一套智能知识问答系统。

２１２　功能　本系统以常见病 “月经病”为示

范，采集期刊文献、临床医案、相关教材数据构建

数据库，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中的知识本体、专业

概念术语、语义关系等规范知识表示与采集数据库

有机结合，构建由病、证、症、方、药等知识实体

构成的知识图谱，通过自动问答技术为用户提供更

为精准的信息资源。

２２　系统构成

自动问答系统主要由问题理解、信息检索和答

案生成３部分组成，见图１。其中问题理解是系统
第１步骤，也是最重要环节，对用户分析理解的精
度和准确度将直接影响后续检索环节，继而影响最

终给出的答案［３］。

图１　自动问答流程

３　问题理解研究

３１　定义

问题理解是指利用分词等技术将用户输入的自

然语言转化为计算机可识别、理解的结构化语言的

过程。该过程包括智能分词、实体识别、问题类型

确定、问题关键词提取等，对后续信息检索和返回

答案具有重要影响［４］。

３２　问题预处理

３２１　概述　问题预处理阶段是指用户输入自然

语言的问句后，问答系统处理用户查询语句的部

分，包括智能分词与实体识别两个阶段。

３２２　智能分词　用户输入的自然语言问句是

未经过分词的句子，将问句准确分词是问题理解

的基本保障。系统使用开源汉语分词工具，与中

医药学语言系统基础词库相结合，将新生成的特

殊词和词族添加至分词词典中并保持更新［５］。分

词过程可能存在切分歧义，如句子 “大黄粉碎使

用”正确切分为 “大黄／粉碎／使用”，可能被错误

切分为 “大黄粉／碎／使用”。因此需要利用专业知

识和专业领域词典解决分词歧义。在正确分词基

础上利用马尔科夫链方法 （基于规则和统计的方

法）进行词性标注。基于马尔科夫链随机过程的ｎ

元语法统计分析方法，被证明在词性标注中能达

到较高精度。

３２３　实体识别　命名实体识别模块主要负责

识别语句中的实体名并加上特殊标记［６］。中医药

自动问答系统基于 Ａｎｓｊ分词自定义词典的方法进

行命名实体识别，通过自定义词典识别出用户问

句中的实体并进行词性标注，方便进行关键词分

析和扩展。

３３　问题分类

３３１　分类依据　根据统计和分析发现用户输入

问题可以分为若干类型，利用不同方法处理不同类

型问题。因此一般问答系统中都含有问题分类环

节［７］。在中医药自动问答系统中，根据中医药行业

主要涉及内容和用户最可能提问的问句将可能问句

进行问题分类，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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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要问题举例

问题类型 疑问句举例 例子

询问疾病 什么病，怎么了，为

什么…

经期小腹疼痛是什么病？

询问方药 什么药，什么方，哪

些药…

月经不调用什么药治疗？吃

什么药能缓解经期腹痛？

询问疗法 怎么治疗，如何治疗

…

如何治疗气血虚弱性月经不

调？

其他类型 － －

３３２　分类方法　问题分类主要依靠句中特定词
和疑问词，不同疑问词和特定词对问题分类的区别

能力不同。例如出现 “功效” “疗效”等特定词，

可判断问题类型为询问药效；出现 “治疗”等特定

词，判断问题为询问疗法；出现 “什么” “怎么”

“为什么”“如何”等疑问词，则需要配合其他特定

词来确定问题类型。

３３３　分类规则　针对不同问题类型需要制定相
应规则，规则将在后续关键词提取和扩展、信息检

索、答案抽取等阶段执行。例如对于询问方药问题

判定，可以规定答案中必须含有 “方剂” “中药”

类的词。对于不容易划分问题可统一划归其他类

型，此类问题无法制定详细规则，可以采用检索结

果的前几句作为问题候选答案。

３４　关键词提取

３４１　停用词　关键词提取直接影响后续检索结
果，需在用户输入的自然语言中提取出对后续检索

有价值的关键词。用户问句中的词并不都可以作为

关键词，如疑问词、语气词、助词等一般不表示关

键含义，通常在关键词提取过程中首先被过滤并汇

集形成停用词表。

３４２　关键词　主要由名词、动词、形容词、限
定性副词等组成。本研究将除疑问词以外的大部分

词列为关键词。关键词分成两种：一般性关键词和

“必须含有”的关键词。“必须含有”的关键词必须

在答案句子中含有，而一般性关键词可以不被句子

所包含。关键词被赋予不同权重，检索时以计算句

子权重。

３５　关键词扩展

３５１　关键词同义扩展　中医药知识中部分概念
存在同义异名现象。此现象也存在于用户提问所用

关键词中。用户问句所使用的关键词有时不是知识

库答案中的词语，而是与其同义。例如用户提问

“经期肚子疼是怎么回事”。其中 “肚子疼”是常用

口语表述，而在中医药知识库中所储存的同义表述

“小腹痛”。需要将 “肚子疼”同义对应到 “小腹

痛”概念上才能从知识库中获得答案 “经期小腹痛

是由于气血失调引起的”，否则将造成关键词查询

失败。因此需要对关键词进行适当同义扩展以提高

系统召回率［８］。中医药自动问答系统使用中医药学

语言系统基础词库，包含大量中医药概念术语的同

义对应，见表２。

表２　关键词同义扩展举例

疾病名称 同义词

月经先期 经期超前；经早

经期延长 经事延长

痛经 经行腹痛；原发性痛经

经断前后诸证 更年期综合征；绝经前后诸证

月经先后无定期 经乱；经水先后无定期；月经愆期

子宫内膜异位症 内异症；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

月经过少 经量过少；经水涩少

经行感冒 触经感冒

经行浮肿 经来遍身浮肿

经间期出血 排卵期出血

闭经 经闭；经水不通；女子不月；月事不来

经断复来 绝经后出血；年老经水复行

经行发热 经来发热

经行风疹块 经行 ；经行瘾疹

经行吐衄 倒经；逆经

经行泄泻 经来泄泻

月经过多 经水过多；月水过多

月经后期 经迟；经行后期；月经落后；月经延后

３５２　根据问题类型扩展关键词　某些类型问题
所对应答案中经常会出现某种共同特征的词，例如

询问病情的问题中经常出现 “什么” “怎么” “为

什么”等关键词，将此类词作为关键词进行扩展，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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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根据问题类型扩展的关键词举例

问题类型 扩展的关键词

询问病情 什么、怎么、为什么……

询问方药 什么、哪些……

询问疗法 怎么、如何……

３６　问题模型

经过对问句理解以及多轮文本训练和规则修改

最终形成 “问疾病”“问证候”“问治疗方法”“问

方剂”“问中药”“问病案”“问疾病简介”７个主
要问题模型，总结归纳７类问题模型最常见问句，
见表４。用户自然语言问句通过问句预处理、问题
归类、关键词提取和扩展、归于问题模型等步骤进

入知识库中检索并返回答案。

表４　问句分类

问题类型 问句示例 说明

问疾病　　 最近ｓｙｍｐｔｏｍ可能得什么疾病；什么疾病有ｓｙｍｐｔｏｍ这些症状；ｓｙｍｐｔｏｍ是什么疾病的病

症；ｓｙｍｐｔｏｍ是什么疾病；ｓｙｍｐｔｏｍ是什么病；ｓｙｍｐｔｏｍ什么病；ｓｙｍｐｔｏｍ什么疾病

ｓｙｍｐｔｏｍ：表示用户输入的具体

症状名词

问治疗方法 最近ｓｙｍｐｔｏｍ怎么治疗；ｓｙｍｐｔｏｍ用什么方法治疗；ｓｙｍｐｔｏｍ怎么治疗；什么方法可以治

疗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ｙｍｐｔｏｍ的治疗方法；ｓｙｍｐｔｏｍ治疗；ｓｙｍｐｔｏｍ怎么治疗；ｄｉｓｅａｓｅ这种病怎么

治疗；什么方法可以治疗 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ｉｓｅａｓｅ这种病用什么方法治疗；ｄｉｓｅａｓｅ的治疗方法；

ｄｉｓｅａｓｅ治疗；ｄｉｓｅａｓｅ怎么治疗

ｓｙｍｐｔｏｍ：表示用户输入的具体

症状名词；ｄｉｓｅａｓｅ：表示用户输

入的具体疾病名称

问病案　　 跟ｄｉｓｅａｓｅ相关的病案有哪些；可作为ｄｉｓｅａｓｅ参考的病案举例；ｄｉｓｅａｓｅ相关病案；ｄｉｓｅａｓｅ

的参考病案；ｄｉｓｅａｓｅ参考病案；ｄｉｓｅａｓｅ的病案；ｄｉｓｅａｓｅ病案

ｄｉｓｅａｓｅ：表示用户输入的具体疾

病名称

问疾病简介 ｄｉｓｅａｓｅ相关的简介；什么是 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ｉｓｅａｓｅ相关介绍；ｄｉｓｅａｓｅ介绍；ｄｉｓｅａｓｅ的

简介；ｄｉｓｅａｓｅ简介；什么是ｄｉｓｅａｓｅ的介绍

ｄｉｓｅａｓｅ：表示用户输入的具体疾

病名称

问中药　　 ｄｉｓｅａｓｅ的中药方法；ｄｉｓｅａｓｅ用什么中药；ｄｉｓｅａｓｅ的中药治法；ｄｉｓｅａｓｅ相关中药方法；什

么中药能治ｄｉｓｅａｓｅ；能治 ｄｉｓｅａｓｅ的中药；ｓｙｍｐｔｏｍ怎么用中药治疗；能治 ｓｙｍｐｔｏｍ的中

药；有ｓｙｍｐｔｏｍ用什么中药；ｓｙｍｐｔｏｍ中药治疗；ｓｙｍｐｔｏｍ的中药方法；ｓｙｍｐｔｏｍ用什么

中药；ｓｙｍｐｔｏｍ的中药治法；ｓｙｍｐｔｏｍ相关中药方法；什么中药能治ｓｙｍｐｔｏｍ

ｄｉｓｅａｓｅ：表示用户输入的具体疾

病名称；ｓｙｍｐｔｏｍ：表示用户输

入的具体症状名词

问方剂　　 ｄｉｓｅａｓｅ这种病用什么方剂治疗；ｄｉｓｅａｓｅ用什么方剂治疗；什么方剂可以治疗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ｉｓ

ｅａｓｅ相关的方剂

ｄｉｓｅａｓｅ：表示用户输入的具体疾

病名称

问证候　　 ｓｙｍｐｔｏｍ的证候是什么；ｓｙｍｐｔｏｍ证候表现；ｓｙｍｐｔｏｍ是什么证候；ｓｙｍｐｔｏｍ症状是什么证

候的表现；什么证候有ｓｙｍｐｔｏｍ症状

ｓｙｍｐｔｏｍ：表示用户输入的具体

症状名词

４　结语

自动问答系统是否好用的关键在于能否为用户

提供简单且准确的答案，其主要前提是对问题有较

好的理解。本文详细介绍中医药自动问答系统中自

然语言问句的理解方法和流程以及独有问题模型，

为实现系统对用户问题的精准理解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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