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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当代医疗保健环境的形成以及以疾病为中

心的传统医疗模式向以健康为中心) 以人为中心的

健康管理模式的转变! 非医学专业人士逐渐成为医

学信息服务的消费者! 消费者健康信息学作为医学

信息学的分支得以产生和发展$ 根据 *%#", 年中国

网民科普搜索需求行为分析报告+

,"-

! 网民最关注

的科普主题为健康与医疗! 在所有搜索主题中占比

,,6",N$ 然而由于医学知识的复杂性! 以及消费

者健康用语与医生专业词汇存在的差异! 消费者对

医学健康信息的理解和利用问题成为消费者健康信

息学面临的重大挑战,% )*-

$ 对健康信息的获取) 分

析和理解水平的高低会影响消费者做出合适的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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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低的健康信息素养会导致不良的健康结局$

在日常的医患面对面沟通中! 患者遇到不理解的术

语! 医生会及时给予解释和说明! 对于重要的信息

会反复强调" 但是在其他健康信息环境中! 如论

坛) 报纸) 新媒体等! 信息是静态的! 此时信息能

否准确传达就要看消费者自身的知识储备以及不同

作者的表达方式了$ 基于这样的现状! 研究者开始

关注如何构建面向消费者的健康知识库! 知识库组

织系统包括多种形式! 如术语集) 字典) 分类) 本

体等$ 这些形式的知识组织一般由许多清晰表达语

义概念的对象构成! 标准的医学术语集如 OPQMRL

)F<) SFL都是用来在不同信息系统间交换的标准

术语" 但是由于这些类型的术语集是专业术语的集

合! 并未包括消费者的习惯表达方式! 所以构建消

费者健康词表%F.;:GC2/T2?AD= U.3?IGA?/B! FTU&显

得尤为重要,'-

$ 消费者健康词表是指能提供消费者

乐于使用) 识别) 理解的非专业词汇知识库或者词

典! 其目的就是解决消费者理解专业术语困难这一问

题$ 本研究旨在探索中文消费者健康词表的构建方

法! 以期缩小专业术语和消费者用词之间的鸿沟! 帮

助消费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健康相关知识$

#"构建方法

运用 O3/?>B爬虫工具! 抓取网络消费者健康论

坛///天涯医院的信息作为语料! 使用结巴分词对

原始语料进行中文分词处理! 利用 -./0%123构造

词向量模型! 以SFL)"# 的中文版疾病名称作为领

域的种子词汇! 生成候选词列表及其对应的余弦距

离值! 通过人工审核选出候选词表中的目标词汇纳

入消费者健康词表$ 最后! 使用预测准确率) 准确

率和召回率 * 个评价指标对词向量的模型效果进行

评估! 引入<V)SLV方法对消费者健康词表进行扩

充$ 整体技术路线! 见图 "$

图!"技术路线

$"构建过程

$%!"数据来源

天涯社区创建于 "$$$ 年 % 月 "' 日! 是一个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网络社区! 自创办以来以其开放)

包容) 充满人文关怀的特色受到全球华人网民的推

崇! 经过 "# 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

华人网上家园! %#", 年中国 5A2@排名第 "" 位$ 如

今天涯社区覆盖的品质用户超过 % 亿! 注册用户超

过 + ,## 万! 单个帖子访问量甚至达到了 "6%, 亿人

次! 回复量超过 "%# 万,,-

! 其积累的数据量级是其

他传统和网络媒体无法企及的! 而且该社区数据开

放) 抓取方便! 也为文本挖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

贵语料$ 本研究选取天涯社区的医疗健康版块///

天涯医院为语料源! 该版块经过长达 "+ 年的积累!

拥有大量中国消费者关于医疗健康话题发起的各种

各样的讨论帖! 按种类不同可分为内科) 外科) 妇

产科) 儿科) 检验科等 %" 个类别$

$%#"数据处理

由于抓取到的语料是中文语料! 中文不像英文

那样有空格作为词与词之间的标志! 这就给自然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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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处理带来了困难! 所以在生成词向量模型之前必

须进行分词$ 当前已经开发出了多种用于中文分词

的工具! 如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汉语词法分析系统

SF<FW5O) 哈尔滨工业大学 W<X) 东北大学的 PSY

X?/:2/) 盘古分词) 结巴分词,& )+-等! 鉴于本研究的

技术实现大多基于 XBD=.;! 且结巴分词代码清晰)

扩展性较好! 因此选择用XBD=.; 编写的结巴分词处

理语料$

$%$"构建词向量模型

-./0%123是Z..AJ2在 %#"* 年开源的一款自然

语言处理工具! 将处理过的大量文本语料输入

-./0%123! 其使用深度学习的连续词袋 %F.;D9;G[

.G:\?J).E)H./0:! F\Q-& 模型和 O]9> )J/?C模

型计算词向量! 输出的是每个词对应的高维空间上

的一个向量! 训练好的词向量结果可以用于自然语

言处理的多个方面! 如词性分析) 同类词聚类) 同

义词分析等$ 经过分词处理后的语料可以作为

-./0%123的输入文本进行模型训练! 从而得到一个

词向量模型$ -./0%123不仅有F\Q-和 O]9> )J/?C

两种模型来实现词语的向量化表示! 而且还有层次

%T92/?/3=BO.EDM?@! TO& 和负采样 %P2J?D912O?C[

>A9;J! PO& 两种算法来进行效率优化! ' 者两两组

合就可以得到 ' 种词向量训练模式,$-

! 见表 "$ 除

了训练模式! -./0%123的词向量训练需要设置很多

参数! 参数解释,"#-总结! 见表 %$

表!"&'()#*+,的-种训练模式

训练模式 F\Q- O]9> )Z/?C

T92/?/3=BO.EDM?@ F\Q- T̂O O]9> )Z/?Ĉ TO

P2J?D912O?C>A9;J F\Q- P̂O O]9> )Z/?Ĉ PO

表#"&'()#*+,训练参数及各参数的说明

参数 说明 参数!! 说明!!!

</?9; 输入训练文件 O?C>A2 采样的阈值

QGD>GD 训练结果文件 \9;?/B 是否用二进制存储

-9;0.H 窗口大小 5A>=? 学习速率

F\Q- # 表示使用 O]9> )J/?C模型! " 表示使用F\Q-模型 M9; )3.G;D 设置最低频率

O9_2 表示输出的向量维度 FA?:: 表示词聚类的个数

TO # 表示使用P2J?D912O?C>A9;J算法! " 表示使用T92/?/3=BO.EDC?@算法 -./]2/: 并行线程数

P2J?D912 P2J?D912O?C>A9;J算法中负采样样本的数量 ) )

!!本研究使用 -./0%123软件训练词向量模型!

基于F=9G 等,""-以及 XBB:?A.等,"%-的研究结果设置

-./0%123的参数! 最终选择 O]9> )J/?C模型! 优化

算法使用 T92/?/3=BO.EDC?@! 窗口值为 ,! 输出维度

为 %##! 阈值采用 "2)'! 用二进制形式存储$ 训练

结束后! 得到一个词向量模型D9?;B?6I9;! 该语料共

包含 "#" $&' 个词语! *' ",$ +## 个字$

$%-"种子词选择

对于疾病名称的种子词! 本研究以 SFL)"# 的

术语集为来源! 将术语集列表中的疾病名词与语料

库中的文本进行匹配! 然后根据疾病名词在语料中

的出现频次排序! 共匹配到 ,"& 个词语! 舍弃掉出

现频次小于 ,# 的名词! 最终剩余 *#* 个疾病名词$

$%."获取消费者表达方式

将所有种子词在 -./0%123模型中运行 09:[

D?;3262@2程序! 种子词的候选词将按照余弦距离进

行排列! 如输入 *腹泻+! 则输出结果见表 *! 可以

看出! *拉肚子+ 恰恰就是消费者在生活中的惯用

表达! *腹泄+ 是消费者输入的同义错别词! 而

*呕吐+) *腹胀+ 则是种子词 *腹泻+ 的同类词!

不是消费者用词! 说明词向量将同类词和 *同义

词+ 全都识别出来而并没有加以区分$ 所以本研究

需要通过人工审核方式将种子词的消费者用词全部

筛选出来$ 取候选词列表的前 "# 个词! 将 *#* 个疾

病名种子词按科室分成几类! 如消化科) 皮肤性病

科等$ 表 ') 表 , 是经过人工审核后消化科和皮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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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科疾病名词的健康词表! 频率表示种子词在语

料中出现的次数! F.:9;209:D?;32表示健康词和种子

词之间的余弦距离$

表$"输入 #腹泻$ 后模型生成的

同义词列表及其余弦值距离

词语 余弦距离

呕吐!! #6((# *($

腹胀!! #6(,$ ,,,

拉肚子! #6('% #*,

腹痛!! #6(%% +$#

便秘!! #6(%% +#*

消化不良 #6(%" '$#

腹泻!! #6("" &"'

厌食!! #6(#( ,"&

肠鸣!! #6(#" &((

返酸!! #6(## ""(

表-"消化科疾病名词的健康词表

种子词 频率 健康词 %同义词& 余弦距离

腹泻!! % ,"$ 拉肚子! #6(%& $#$

腹泄!! #6&+* '(,

腹痛!! % "#% 腹胀痛! #6(,# (#'

肚痛!! #6&+" ,+#

胃溃疡! % ##& 溃疡病! #6&"( %+(

胃痛!! " #*" 胃疼!! #6("$ '*"

消化不良 &&+ 食欲不振 #6+&" &'"

食管炎! %+* 食道炎! #6('# +',

脾大!! "'( 脾肿大! #6(,& (%,

胃酸过多 "*' 泛酸!! #6(,$ ,"*

反酸!! #6("' #('

表."皮肤科疾病名词的健康词表

种子词 频率 健康词 %同义词& 余弦距离

早泄!! , '*" 早泻!! #6&$, (*+

脱发!! % %"& 脂脱!! #6,$& %'*

掉头发! #6,(' %,%

白癜风! " &'+ 白斑!! #6&(& ((#

疣!!! " %&, 疣体!! #6(%* *'%

黄疸!! " %#$ 黄胆!! #6&&" +%*

银屑病! $&, 牛皮癣! #6((% '"+

鱼鳞病! #6&*' #%#

续表.

X:./9?:9:! #6&*% **"

痤疮!! $"# 粉刺!! #6('( #&,

青春痘! #6(%& "*"

艾滋病! (&+ TSU!! #6&&( &($

艾滋!! #6&', *$*

爱滋病! #6&*, $,,

皮疹!! &"( 疹子!! #6&,# %*$

瘢痕!! ,%$ 疤痕!! #6("+ #%*

发红!! ,#+ 泛红!! #6(*( ''$

白发!! '", 少白头! #6&&% #$#

白头发! #6&*' *%#

粉刺!! *+( 青春痘! #6(&, *+%

痤疮!! #6('( #&,

腋臭!! *&* 狐臭!! #6&,# *&$

变态反应 "&* 超敏反应 #6(%" #(,

脚癣!! "&% 足癣!! #6($* %*'

香港脚! #6(&, "$'

斑秃!! "*' 鬼剃头! #6&,* "',

花斑癣! ,% 汗斑!! #6&,( +&,

$%/"结果对比

为了验证本方法的有效性! 本研究从百度百科

里找到的种子词同义词作为对比的金标准$ 根据百

度百科内容中的标志词! 如 *简称+) *别称+)

*俗称+) *又称为+) *又称+) *也称+ 等! 将上面

的消化科和皮肤性别科的种子词在百度百科里寻找

它们的同义词! 两种方法的效果对比! 见表 &$

表/"本研究和通过百度百科找到的健康词结果对比

种子词 本研究 百度百科

腹泻!! 拉肚子) 腹泄!!!!!! 拉肚子!!!!!!!

腹痛!! 腹胀痛) 肚痛!!!!! )!!!!!!!!!

胃溃疡! 溃疡病!!!!!!!!! )!!!!!!!!!

胃痛!! 胃疼!!!!!!!!!! 胃脘痛!!!!!!!

消化不良 食欲不振!!!!!!!! 功能性消化不良!!!

食管炎! 食道炎!!!!!!!!! 食道炎!!!!!!!

脾大!! 脾肿大!!!!!!!!! )!!!!!!!!!

胃酸过多 泛酸) 反酸!!!!!!! 胃酸过高!!!!!!

早泄!! 早泻!!!!!!!!!! )!!!!!!!!!

白癜风! 白斑!!!!!!!!!! 白斑风) 皮肤白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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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脱发!! 掉头发) 秃顶!!!!!! 秃头) 鬼剃头!!!!

疣!!! 疣体!!!!!!!!!! )!!!!!!!!!

黄疸!! 黄胆!!!!!!!!!! 显性黄疸!!!!!!

银屑病! 牛皮癣) 鱼鳞病) X:./9?:9: 牛皮癣!!!!!!!

痤疮!! 粉刺) 青春痘!!!!!! 粉刺) 青春痘) 壮疙瘩

艾滋病! TSU) 艾滋) 爱滋病!!!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皮疹!! 疹子!!!!!!!!!! )!!!!!!!!!

瘢痕!! 疤痕!!!!!!!!!! 疤痕!!!!!!!!

发红!! 泛红!!!!!!!!!! )!!!!!!!!!

白发!! 少白头) 白头发!!!!! )!!!!!!!!!

粉刺!! 青春痘) 痤疮) !!!!! 青春痘) 痤疮) 壮疙瘩

腋臭!! 狐臭!!!!!!!!!! 狐臭) 臭汗症!!!!

变态反应 超敏反应!!!!!!!! 超敏反应!!!!!!

脚癣!! 足癣) 香港脚) 脚气病!! 香港脚) 脚气!!!!

斑秃!! 鬼剃头!!!!!!!!!!圆形脱发) 圆秃) 鬼剃头

花斑癣! 汗斑!!!!!!!!!! 花斑糠疹) 汗斑!!!

-"讨论

如何减少消费者用语和专业术语之间的差距是

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本研究选择 -./0%123作为

生成词向量模型的工具! 选择天涯社区中的天涯医

院版块作为语料来源! 以 SFL)"# 疾病名词为种子

词! 探索 -./0%123在发现疾病同义词方面的巨大

潜力! 对候选词的识别效果进行评估$ 通过观察和

归纳! 消费者用词的特点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

口语化表达! 如 *腹泻+ 表达为 *拉肚子+$ %%&

别字! 如 *黄疸+ 被写成 *黄胆+$ %*& 用英文表

达! 如 *银屑病+ 的消费者用词有 *X:./9?:9:+ 的

形式$ 总而言之! 消费者健康用词随意性大) 形式

变化多样! 消费者健康信息服务系统在内容组织)

功能设计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特点! 才能更好地为

消费者提供健康信息服务$ 与百度百科里找到的健

康词对比发现! 两种方法各有优势! 本研究基于文

本挖掘的方法可以发现非常具有消费者特点的词

汇! 如 *腹泄+) *掉头发+! 而百度百科里也可以

找出不少的消费者用词! 将两种方法相结合构建完

整的中文消费者健康词表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结语

本研究验证了 -./0%123在中文词向量表示方

面的有效性以及在识别消费者用词方面的强大能

力! 利用-./0%123技术可以开发中文消费者健康词

表! 从而改善消费者的健康信息查找体验$ 研究发

现! -./0%123自动生成的候选消费者用词列表质量

不足以自动生成消费者用健康词表! 但是能作为人工

审核构建的重要参考$ 本研究得出的词向量模型在领

域的健康词同义词预测方面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 为

开发完整的中文消费者健康词表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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