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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中医医学知识图谱相关概念及研究现状，探讨中医医学知识图谱在家庭医生服务体系中应用
的意义及其在中医知识检索、智能疾病及风险预测、辅助诊疗及用药、医案检索与分析、在线疾病问答咨

询等方面的应用，为家庭医生服务体系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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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知识图谱”这一概念自２０１２年由谷歌提出后
便在各领域得到快速发展及应用，尤其是在医学领

域应用较为广泛。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

应用的快速发展以及医疗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医学知识图谱构建逐渐趋于成熟，其在疾病筛查及

预测、医疗信息搜索引擎优化、临床辅助诊断、医

疗保险风险预测等方面都开始得到应用［１］。对于中

医来说，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典理论基础及丰富

的临床实践经验，但由于缺乏较为完备的中医知识

体系构建，相关知识即使通过搜索引擎也很难得到

完整而有效的获取、运用及传承发展，中医医学知识

图谱可以将表述语言及格式不统一的中医知识进行统

一规范化，使其能够以结构化数据进行储存和表示，

有效解决了中医在知识表达、共建、检索、应用及传

承等方面的问题，实现中医知识的共享［２］。

家庭医生服务体系建设是我国近年来大力推进

的一项工作，家庭医生主要服务于居民日常疾病的

诊断及治疗、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慢性病管理、

疾病筛查等，而中医在预防、保健、养生及治疗慢

性疾病等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中医医学知识图

谱构建和应用促进中医的推广、学习和运用。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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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对于中医医学知识图谱应用的研究较少，对于其

在家庭医生服务体系中的研究也处于空白状态，基

于此本文将对中医医学知识图谱在家庭医生服务体

系中的应用进行深入研究，以期能够为中医医学知

识图谱的构建及其在家庭医生服务体系中的进一步

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推动家庭医生服务体系建

设，使更多居民从中受益。

２　相关概念及研究现状

２１　知识图谱

有关知识图谱的定义，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有阐

述。陈悦等［３］从功能角度出发认为知识图谱能够对

随着时间推移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及其载体进行较为

全面、完善的可视化描述，对其相互间的联系进行

挖掘、绘制和分析，让知识有一个共享的环境，从

而促进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与合作。杨国立等［４］从

方法和理论层面出发，将知识图谱定义为将信息科

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

社会网络分析、科学计量学引文分析等相结合，运

用可视化图谱对科学发展的结构关系和进程进行阐

述的一种研究方法。杨思洛等［５］将知识图谱进行广

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上的知识图谱主要包括生物

发展的基因图谱、太空的天体图、教学中所用到的

认知地图、地理信息系统图、各类金属图谱、用于

人脑模拟的神经网路图等；狭义上的知识图谱即通

过文献知识单元分析，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科学

知识的演化过程、知识结构、相互间关系等进行可

视化，包括知识图谱、文献计量图等。简言之知识

图谱就是运用计算机、图形学、信息科学等技术，

通过数学算法使知识单元结构得以简化，实现知识

结构关系可视化的一种方法，可以用来对科学知识

的发展进程、核心结构、整体架构等进行展示，是

一种可对知识进行有效管理的工具［６］。知识图谱的

构建一般可分为知识的表示、提取、融合、推理以

及质量评估５个部分。通过查阅资料可以发现目前

国外关于知识图谱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

技术方面，包括算法设计、数据可视化实现等；二

是偏应用方向，即对知识图谱在各领域的推广应用

等进行研究。而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以科学计

量学为理论基础等研究，以及以可视化的方式对某

一学科研究前沿及动向进行的研究［７］。

２２　中医医学知识图谱

将知识图谱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中医学领域，

目前在中医医学知识图谱构建方面已有不少学者进

行相应研究。在学科层面，我国学者主要以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或中文期刊文献为数据来源，对中医学科及

其交叉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探索分析［８］；在

疾病方面，谭火媛等不少学者基于期刊文献，通过

文本挖掘技术对相关疾病研究前沿、热点、演变历

程等进行具体的可视化研究分析［９］。当前中医医学

知识方面相对完整的数据库体系已建立起来，内容

涵盖中药、疾病、药方、中药化学成分等方面，为

中医医学知识图谱的构建提供较为完整的数据来

源。现阶段较为成熟的中医医学知识图谱包括中医

临床、中医特色诊疗技术、中医养生、中医经方、

中医药学、中医特色疗法、中医学术传承、中医美

容知识图谱等。目前国内外针对知识图谱在家庭医

生服务体系中的应用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尤其是

随着医疗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广，这一方面的应用

及相关研究不断增多。但对于中医医学知识图谱应

用方面的研究则非常少，对于其在家庭医生服务体

系中的研究也处于相对空白状态。因此本文就中医

医学知识图谱在家庭医生服务体系中应用的重要性

及具体应用措施提出思考和建议。

３　中医医学知识图谱在家庭医生服务体系
中应用的意义

　　对于家庭医生服务体系来说中医 “以人为本”、

“整体观”、“辨证论治”的诊疗思想以及养生药膳、

推拿、针灸、刮痧、引导等手段能够满足家庭医生

提升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需求。家庭医生需要针对

所签约居民的身体状况为其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

和疾病方案。由于中医治疗强调着眼于患者而非病

症，其相对于西医来说更能因人、因时、因地对签

约居民进行系统地诊疗和调理，尤其是对于慢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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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者以及处于疾病康复期的患者来说中医能更好

地发挥其优势。有关调研显示签约居民对于中医医

疗服务的需求十分强烈，不少学者也表示中医对于

健康促进有着非常好的效果，应该大力推动将中医

更多地融入到家庭医生服务体系中，让家庭医生服

务团队有更多中医的加入。但是由于中医的发展存

在传承断层、不受重视、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要

想使每个家庭医生团队中都配有经验丰富的中医极

为困难，但中医医学知识图谱的构建及其在知识检

索、医案分析、辅助开药、辅助诊疗等方面的应用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提升家庭医生团

队的中医服务能力。

４　应用措施

４１　中医学相关知识检索与科普

中医医学知识图谱可以使家庭医生签约居民对中

医学相关知识的检索更为简单、便捷且可视化程度

高。对于签约居民来说由于中医学知识专业性较强，

医生和患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当签约居民想

要了解一些有关中医养生、预防、诊疗技术等相关信

息或对家庭医生开出的诊断、药方存有疑问时都可以

利用知识图谱进行相应检索。家庭医生可以运用知

识图谱向居民进行中医学养生保健等相关知识的科

普宣讲，有助于增进签约居民对于疾病相关知识及

家庭医生的理解，使家庭医生更容易与居民沟通。

４２　基于中医医学知识图谱进行智能疾病及风险预测

基于中医医学知识图谱可构建智能疾病及风险

预测系统，根据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对签约居民建立

的个人健康档案、生活习惯记录及定期体检结果

等，为签约居民提供个性化的疾病风险预测，以中

医常见病及慢性病为主。智能预测系统还可根据签

约居民的个性化疾病风险预测结果给出相应的中医

预防、养生及调理建议指导。家庭医生通过该系统

更好地对签约居民健康状况进行管理，签约居民通

过此系统更好地了解自身健康情况，根据系统给出

的指导建议改善个人生活习惯，主动管理健康，降

低疾病发生风险。

４３　辅助家庭医生进行疾病诊疗及用药

当签约居民向家庭医生问诊时可以根据其描述

或所表现出的病症特征，基于中医医学知识图谱，

结合中医学多种疾病辨证方法对居民的主诉进行分

析，更准确地找到病灶，有针对性地向家庭医生推

荐中医辨证论治策略，辅助其更好地诊断及治疗疾

病。还可根据家庭医生的诊疗结果向医生提示患者

可能的并发症、注意事项及相关养生保健方法等，

针对患者情况给出相应的用药建议。

４４　基于中医医学知识图谱的医案检索与分析

基于中医医学知识图谱可以进行医案相关知识

检索与分析，包括医生信息、医案来源、疾病病

症、方剂、中药组成、治疗方法等。家庭医生在对

某一疾病进行研究或诊疗时，医案检索与分析可以

对疾病的临床表现、相关中医诊疗方法、养生保健

方法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还可以学习到其他知

名中医在治疗该疾病时所采取的一些诊疗方法，拓

展家庭医生的临床思路。

４５　在线疾病问答咨询系统

基于中医医学知识图谱可以建立中医学相关在

线疾病问答咨询系统，在系统中输入姓名、年龄、

相应疾病症状等信息，系统可以模拟家庭医生与患

者进行沟通，询问患者具体病情，基于中医医学知

识图谱做出最可能的疑似疾病分析，同时针对患者

具体情况给出相应的中医治疗、用药及调养方法。

此外签约居民可以通过该系统咨询感兴趣的中医学

相关知识来改善个人饮食、生活习惯等。由于家庭

医生往往较为忙碌，有时不能及时为患者答疑解

惑，也很难针对每个患者的情况给出特定的中医养

生或调理方法，通过该系统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

题，既能缓解家庭医生压力，也能使签约居民享受

到更方便的医疗服务［１０］。

５　建议

为了使中医医学知识图谱能够在家庭医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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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设中得到更好应用，还应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是人才方面。加强对中医的扶持和保护，加大对

中医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管理力度，出台相关政策如

学费减免、生活补助等吸引更多人才进入中医领

域。二是技术方面。完善家庭医生服务体系的信息

化建设，可出台相关政策及制定管理措施推进各地

家庭医生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健全的家庭医生信息

化系统是中医医学知识图谱应用的关键。三是标准

建设方面。卫生管理部门应协同相关部门构建由监

督评价、专业评价和民主监督相结合的家庭医生服

务考核体系，规范家庭医生服务行为。四是培训方

面。建设家庭医生团队培训管理体系，可定期让中

医方面的家庭医生进行中医学相关理论及实践知识

的学习，不断提升家庭医生的中医服务水平。

６　结语

本文针对中医医学知识图谱在家庭医生服务体

系中的应用进行相关探讨和研究，由于中医是一门

需要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经验的学科，一名优秀中医

的培养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很难做到在每个家庭医

生团队中都配有经验丰富的中医。通过将中医医学

知识图谱应用到家庭医生服务体系中可有效地辅助

家庭医生开展中医方面的诊疗、用药、疾病咨询等

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庭医生在中医方面理论

知识及实践经验的不足，提高其中医诊疗的准确性

及有效性，更好地满足签约居民对中医养生、保

健、慢病管理等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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