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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医疗多模态信息抽取技术评测数据集的结构、构建方法、应用情况等，包括面向 “基因－疾

病”的关联语义挖掘数据集、中文医疗因果关系抽取数据集、医疗文本诊疗决策树抽取数据集、医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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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有力支撑和参考。

〔关键词〕　中国健康信息处理会议；多模态信息抽取；医学数据集；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２２１２００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ｓｅｔ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ＧＨｕｉ，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９２，Ｃｈｉｎａ；ＬＥＩＪｉａｎｂｏ，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９１，Ｃｈｉｎａ；ＬＩＺｕｏｆｅｎｇ，Ｔａｋｅｄａ

·２·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１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１２



Ｃｈｉｎａ，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１２６，Ｃｈｉｎａ；ＸＩＡＪｉｎｇｂｏ，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０，Ｃｈｉｎａ；ＣＨＥＮ

Ｍｏｓｈａ，ＡｌｉｂａｂａＧｒｏｕｐ，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ｎｇ，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６２，Ｃｈｉｎａ；ＣＨＡＮＧ

Ｄｅｊｉ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０，Ｃｈｉｎａ；ＫＡＮＧＢｏ，ＹｉｄｕＣｌｏｕ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Ｌｔｄ，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ＬＩＪｉａｏ，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０，Ｃｈｉｎａ；ＴＡＮＧＢｕｚｈｏｕ，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Ｈａｒｂ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５１８０５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ｅｘｐｏｕｎｄｓ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ｓｅｔ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ｇｅｎ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ｉｎｉｎｇ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ａｕｓａ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ＭｅｄＣａｕｓ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ｅｘｔｔ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Ｔｅｘｔ２ＤＴ），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Ｃ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ａｔａｓｅｔ

（ＭｅｄＯＣ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ｃｏｄｉｎｇｄａｔａｓｅｔ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ａｒｅ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ｔｒｏ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ＩＰ）；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ｓｅｔｓ；Ａｒ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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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医院信息化的普及，医疗健康领域得到飞

速发展，积累了海量且类型多样的医学数据，例如

发表文献、医疗指南、医学教材、检验数据、影像

图片、医疗发票、在线医典百科、扫描报告图像

等［１－２］。这些数据以文本、表格、图像等多模态形

式存在，是进行临床决策支持、诊疗路径解释、智

慧医院建设的重要资源［３－４］。

第八届中国健康信息处理会议 （Ｃｈｉｎａ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ＨＩＰ２０２２）

是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ＩＰＳ）医疗健康与生物信息处理专

业委员会开展的以 “信息处理技术助力探索生命之

奥秘、提高健康之质量、提升医疗之水平”为主旨

的年度会议。ＣＨＩＰ是中国健康信息处理领域的重

要会议，是世界各地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

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分享创意，进一步推广领域研

究成果和经验的重要平台。中国健康信息处理会议

自２０１８年以来每年都组织技术评测［５
!

８］。本次

ＣＨＩＰ２０２２技术评测围绕疾病主题，探索信息数字

化技术、基因关联信息、症状体征检查知识、诊疗

决策树构建和诊断自动编码等研究内容，公布了５

项任务：“面向 ‘基因 －疾病’的关联语义挖掘”

“医疗因果实体关系抽取”“医疗文本诊疗决策树抽

取”“光学字符识别 （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ＣＲ）医疗清单发票”和 “临床诊断编码”。

本文从医疗多模态信息抽取的角度梳理上述数

据集，希望能为研究者提供一套测试技术、算法和

系统的高质量数据集，为中国健康信息处理相关研

究提供参考。

２　医疗多模态信息抽取技术评测数据集介绍

２１　面向 “基因－疾病”的关联语义挖掘数据集

２１１　数据集构建情况　在海量科学文献中，基

因与疾病的关联机理通过突变和各类生物分子对象

及其触发词进行描述，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自动挖

掘这一隐性知识提供了可能，也为健康医学信息的

自动化处理提供了解决方案。为了从文献中挖掘基

因与疾病的关联语义知识，研究者基于 ＰｕｂＭｅｄ摘

要文本构建了活跃基因注释语料库 （ＡｃｔｉｖｅＧｅｎｅ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ｐｕｓ，ＡＧＡＣ）［９］。该数据集注释了８类

触发词实体，涵盖从分子水平到细胞水平的生物学

现象和过程。实体类型包括５类生物概念实体 （突

变、相互作用、通路、分子生理活性、细胞生理活

性）和３类调控概念实体 （正调控、负调控、调

控）。此外，ＡＧＡＣ还通过主事和致事两个语义关系

来描述主题和因果关系，从而呈现句子的语义信

息。ＡＧＡＣ数据集主要包含３个特点，分别为数据

不平衡、选择性注释和潜在主题注释。基于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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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科研人员可以提取阿尔茨海默症关键基因，研

究抗癫痫药物重定位，挖掘冠状病毒病理知识。

２１２　子任务分析　在 ＣＨＩＰ２０２２评测中，任务

１包括３个子任务：触发词实体识别、语义角色识

别、“基因 －调控类型 －疾病”三元组关系抽取。

每个子任务的训练集包含２５０篇文献，测试集包含

２０００篇文献。子任务１是传统意义下的命名实体

识别任务，用以识别１２类与 “基因 －疾病”有关

的分子对象及其触发词实体，包括疾病 （ｄｉｓｅａｓｅ）、

基因 （ｇｅｎｅ）、蛋白质 （ｐｒｏｔｅｉｎ）、酶 （ｅｎｚｙｍｅ）、

突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分子活性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互作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通路 （ｐａｔｈｗａｙ）、细

胞活性 （ｃｅｌｌ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调控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正调控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负调控 （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子任务 ２是一个语义角色标注任

务，语义角色包括 ＴｈｅｍｅＯｆ和 ＣａｕｓｅＯｆ。该子任务

捕捉实体之间的语义依赖关系，用以构建 “基因 －

疾病”关联。子任务３是一个三元组抽取任务，针

对 “基因－疾病”的关联机理调控类型进行相关语

义的抽取，可利用子任务１和子任务２所获得的触

发词和语义角色，挖掘其背后的深层语义。调控类

型包含４种对突变基因的语义描述，即功能丧失、

功能获得、功能调节和功能的复合变化。

２２　中文医疗因果关系抽取数据集

２２１　数据集应用价值　现代医疗强调解释性，

医生在诊断、治疗和评估上都要以患者为中心，突

出医疗的因果关系。互联网搜索引擎和线上问诊平

台中含有大量医学问答知识和诊疗信息，通过文本

挖掘技术和深度学习技术，从中抽取医疗因果关

系，构建因果关系解释网络和医疗因果知识图谱，

可以提升诊疗结果的逻辑性和可解释性，也能有效

改善患者就医体验。而目前国内外尚无医学因果解

释和推理方向的公开数据集。

２２２　数据集构建情况　研究者构建了首个中文

医疗因果关系抽取数据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ａｕｓａ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ＭｅｄＣａｕｓａｌ）。数据来源于线上问诊和医典

百科，均为网上公开问诊数据，未涉及患者隐私信

息。该数据集标注了文本中出现的医学概念片段和

医学概念片段之间的关系。其中，医学概念片段即

为临床发现，内容限定在以疾病为中心的文本，也

包括实验室检验结果和检查结果。数据集定义了３

类关键的医学因果解释推理关系：因果关系、条件

关系和上下位关系。数据集标注人员包括１名医学

专家、１名人工智能算法专家和８名医学专业学生，

标注工作通过阿里巴巴夸克内部的标注平台完成。

该数据集由９１５３段医学文本组成，总计７９２４４对

实体关系。

２３　医疗文本诊疗决策树抽取数据集

２３１　数据集应用价值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旨在

辅助临床医务人员更加高效地做出临床诊疗。临床

诊疗可以看作是一个根据不同条件进行判断，然后

做出不同决策的过程。这种临床诊疗过程可以被建

模为诊疗决策树，诊疗决策树是由条件节点和决策

节点组成的树型结构，条件节点表示需要做出的条

件判断，决策节点表示需要做出的诊疗决策。诊疗

决策规则是指将给定条件与医疗决策联系起来，帮

助医生、患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特定临床问题做

出适当的管理、选择和决定。这些决策规则可以建

模为诊疗决策树。目前，诊疗决策树的构建往往依

赖于医学专家的人工标注，这种方式耗时费力，且

新知识难以及时融入临床决策支持系统［１０］。通过智

能化的信息抽取技术从庞大且快速积累的医学文本

中精确提取诊疗决策树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但

目前缺乏可用于模型构建的公开可用数据集。

２３２　数据集构建情况　针对上述问题，研究者

构建了医疗文本诊疗决策树数据集 （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ｅｘｔｔｏ

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ｒｅｅＤａｔａｓｅｔ，Ｔｅｘｔ２ＤＴ），用于从医

疗文本中抽取诊疗决策树任务。Ｔｅｘｔ２ＤＴ数据集来

源于权威医疗机构出版的临床实践指南和人民卫生

出版社出版的临床医学教科书。数据集标注人员包

括２名医学专家和６名相关领域研究人员。Ｔｅｘｔ２ＤＴ

数据集包含４００例文本 －决策树对。三元组是诊疗

决策树的主要组成部分，共有６种关系，即临床表

现、治疗药物、治疗方案、用法用量、基本情况、

禁用药物。诊疗决策树的深度从２层到５层。一般

而言，在三元组抽取完成后，需要进一步生成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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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从而将信息串联形成一个完整的决策流程。

Ｔｅｘｔ２ＤＴ的任务目标是从给定的医疗文本抽取出诊

疗决策树。诊疗决策树表示简化的决策过程，即根

据条件判断的不同结果做出下一个条件判断或

决策。

２４　医疗材料ＯＣＲ要素提取数据集

２４１　数据集应用价值　在医疗和保险行业存在

大量纸质文档形式的医疗数据，如就诊病历、缴费

发票等。这些数据中含有丰富的信息，具有很高的

商业和科研价值。目前这些数据通过业务人员手动

录入的方式进行登记。光学字符识别和自然语言处

理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生活中各种相

关应用的普及，为医疗纸质材料的信息自动化抽取

提供了新的思路。这种智能化的解决方案一般包括

两个步骤，首先通过计算机视觉领域的目标检测和

目标识别等算法将纸质扫描材料进行文本化；然后

通过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信息抽取算法将这些文本

信息结构化。此外，与传统方法不同，这些基于人

工智能技术的新颖解决方案需要充足的标注数据进

行模型训练，而缺乏高质量的标注数据是相关研究

发展的最大障碍。

２４２　数据集情况介绍　医疗材料 ＯＣＲ要素提

取数据集 （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ＣＲＦｅａｔｕｒ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ｓｅｔ，ＭｅｄＯＣＲ）是当前最新的数据集，共包括

１７００张医疗材料图片。其中出院小结３４０张、购

药发票 ３４０张、门诊发票 ３４０张、住院发票 ６８０

张。数据集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互联网，并经过了

严格的人工审核，为每类数据都定义了特定提取

属性。出院小结包含 ８个属性，购药发票包含 ８

个属性，门诊发票包含３４个属性，住院发票包含

３７个属性。ＭｅｄＯＣＲ数据集采用准确率作为评测

指标，只有属性的预测值和标注值完全一致才判

定为识别正确。这些来自于真实生活场景中的医

疗材料图片质量不一、颜色清晰度各异，且含有

各种干扰信息，对当前大多数模型都具有挑战性。

该数据集样本量充足、类型多样，有望推动医疗

信息处理领域针对图片文档进行信息抽取研究的

发展。

２５　临床诊断编码数据集

２５１　疾病分类与手术操作分类编码发展情况　

疾病分类与手术操作分类编码是对患者疾病诊断和

治疗信息的加工过程，是病案信息管理的重要环

节。病案编码已成为医院科学化、信息化管理的重

要依据之一，在评估医疗质量与医疗效率、设计临

床路径方案、重点学科评价、医院评审、疾病诊断

分级、传染病报告、医疗付款、合理用药监测等方

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在诸多分类方

案中，国际上最有影响力且最为普及的是国际疾病

分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ＣＤ）。

ＩＣＤ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统一的疾病分类方

法，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疾病分类方法。中国也推

出了 《疾病分类与代码国家临床版２０》和 《手术

操作分类代码国家临床版２０》，并在部分医院中得

到了应用。

２５２　数据集构建情况　在 ＣＨＩＰ２０２２评测中发

布的临床诊断编码任务数据集，主要目标是针对中

文电子病历进行诊断编码。给定一次就诊的相关诊

断信息 （包括入院诊断、术前诊断、术后诊断、出

院诊断），以及手术名称、药品名称、医嘱名称，

要求给出其对应的国家临床版２０标准词。该数据

集中所有就诊数据均来自于真实医疗数据，并以

《疾病分类与代码国家临床版２０》词表为标准进行

标注。其中训练数据 ２７００条，测试数据 ３３７条。

数据集以准确率作为最终评估指标。

３　结语

医疗信息化的发展催生了海量且类型多样的多

模态数据。本文介绍了中国健康信息处理会议评测

任务发布的５项数据集，包括基于 “基因 －疾病”

的关联语义挖掘数据集、中文医疗因果关系抽取数

据集、医疗文本诊疗决策树抽取数据集、医疗材料

ＯＣＲ要素提取数据集、临床诊断编码数据集。这些

数据集有望为各种技术、算法以及系统的评估和实

施提供有力的支撑和参考。未来将继续补充类型更

（下转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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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树中的关系并利用解码算法获得最终的决策树。

实验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与同类方法相比有明显

改进，为未来诊疗决策树的自动抽取与大型临床决

策支持系统自动化构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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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丰富的数据，如影像数据、组学数据等，使医疗

健康多模态大数据在真实世界研究中发挥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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