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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大数据概念和关键技术，从总体框架、数据层架构、服务层模式３方面详细阐述基于大数据
的中医养生保健应用系统设计，充分发挥大数据价值，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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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质量得到全

面提高，但同时出现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工作节

奏加快等问题，养生保健成为备受关注的热门话

题［１］。中医养生是中国传统的养生保健手段，历史

悠久，成效显著，具有西方医学无法取代的独特优

势。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上出现大量的无

结构化和半结构化信息与数据，传统的存储方式已

无法满足数据分析和处理需求，从海量数据中获取

有价值信息成为组织和个人在相关领域取得成果的

关键。虽然利用大数据技术可处理海量数据信息，

·５７·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０年第４１卷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１，Ｎｏ．３



但是由于技术尚不成熟，面临着隐私保护、相关性

预知等方面的挑战，是亟需研究的问题［２］。移动设

备作为信息化技术革命的产物，其普及给人们生活

带来极大便利。本研究拟采用移动手机设备终端应

用作为应用平台。在服务器端，通过 Ｈａｄｏｏｐ技术
对网络海量数据进行提取、清洗和利用，根据关键

词获取中医养生保健网络数据，根据用户行为习惯

自动进行匹配。

２　大数据概念及其关键技术

２１　概念

大数据即规模庞大的数据群集，在业界大数据

仍然没有被广泛接受的准确定义，即定义不唯一。

网络中目前已逐渐形成规模庞大的数据群集，且类

型多种多样、结构复杂冗余。大数据技术拥有强大

决策力、洞察力，还可以处理海量级数据以及多样

化信息资源，如何处理并高效利用大数据是计算机

科学技术与其他行业结合的研究重点。

２２　关键技术

２２１　Ｈａｄｏｏｐ　由 Ａｐａｃｈｅ软件基金会开发的开
源分布式系统基础架构。有两个核心组件：Ｈａｄｏｏｐ
分布式文件系统 （Ｈａｄｏｏ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ＦｉｌｅＳｙｓｔｅｍ，
ＨＤＦＳ）为海量数据提供存储；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为海量数
据提供计算。Ｈａｄｏｏｐ运作服务器集群，依托开发者
编写的程序对庞大数据进行分布式模式的管理，适

用于大数据存储与分析应用，适用几万台服务器在

集群模式运作，支持 ＰＢ和ＴＢ级存储容量。Ｈａｄｏｏｐ
最明显的优势是可储存和处理数据量庞大且类型冗

余复杂的数据，而传统数据库无法完成。

２２２　ＨＤＦＳ　为 Ｈａｄｏｏｐ关键组成之一，能够实
现大数据强大的存储能力。其提供强大的数据存储

功能，很好地解决传统存储数据规模庞大、类型复

杂的问题。ＨＤＦＳ是建立于几万台机器上的数据存
储系统，具有广阔的使用场景。采用主从式 （Ｍａｓ
ｔｅｒ／Ｓｌａｖｅ）架构，一般一个ＨＤＦＳ集群由一个Ｎａｍｅ
Ｎｏｄｅ和一定数目的 ＤａｔａＮｏｄｅ组成。ＮａｍｅＮｏｄｅ是
ＨＤＦＳ集群主节点，其功能是管理数据块的映射、

ＨＤＦＳ名字空间以及处理 Ｃｌｉｅｎｔ请求；ＤａｔａＮｏｄｅ是
ＨＤＦＳ集群从节点，其功能是对文件系统数据进行
存储，处理数据块的读写操作。两个组成部分配合

完成分布式文件存储。

２２３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　一个软件框架，开发者可在
框架上简单编写代码程序，代码程序能运作于由几

千台业务机器构成的服务器的大规模集群上，再依

托一种可行且拥有容错能力的方法并行处理 ＴＢ级
别的大量数据群集。采用 Ｍａｓｔｅｒ／Ｓｌａｖｅ架构，１个
Ｍａｓｔｅｒ，若干 Ｓｌａｖｅ。Ｍａｓｔｅｒ运行 ＪｏｂＴｒａｃｋｅｒ负责作
业调度，定期使用 “心跳”向 ＪｏｂＴｒａｃｋｅｒ报告任务
进度，同时接受新任务，Ｓｌａｖｅ运行 ＴａｓｋＴｒａｃｋｅｒ负
责具体作业处理。具体架构，见图１。

图１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架构

３　基于大数据的中医养生保健应用系统设计

３１　设计思路

３１１　总体框架 （图２）

图２　基于大数据的中医养生保健应用系统架构

３１２　功能结构　基于大数据的中医养生保健应

用构建在安卓平台上，方便用户随时随地使用。其

主要功能是提供用户个性化的中医养生保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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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膳食谱、结合线下养生馆的养生保健法等。功

能结构，见图３。

图３　系统功能结构

３１３　开发环境　采用 Ｗｉｎｄｏｗ＋Ｅｃｌｉｐｓｅ＋Ａｎ
ｄｒｏｉｄ＋Ｍｙｓｑｌ＋Ｈａｄｏｏｐ［３］开发环境。Ａｎｄｒｏｉｄ是一种
基于Ｌｉｎｕｘ自由且开发源代码的操作系统，主要应
用于移动设备上，具有易用性、便捷式操作等优

势。结合开发工具 Ｅｃｌｉｐｓｅ在 Ｗｉｎｄｏｗ上集成，Ｅ
ｃｌｉｐｓｅ开发工具的插件功能非常强大，可根据自身
需求扩展ＡＤＴ插件，满足开发者开发需求。在数据
存储方面，采用 Ｍｙｓｑｌ组织和管理传统数据存储；
Ｈａｄｏｏｐ为大数据存储工具，对复杂且庞大的数据集
进行存储。

３２　数据层架构

３２１　数据采集　一是网络检索引擎技术。网络
是巨大的资源库，主要通过搜索引擎技术如 Ａｐａｃｈｅ
Ｌｕｃｅｎｅ工具等检索大量的网络信息，根据中医养生
保健的疗法、症状等划分需求制定规则，从而筛选

出具有统计分类的中医养生保健相关信息作为数据

储备。二是平台资源分享。互联网上有大量中医、

养生保健等平台，可以通过平台信息资源对接方式

采集相关中医养生保健信息以及较为完善的病历。

三是网络爬虫。通过编写一个简单程序实现数据采

集，其语言可以是 Ｐｙｈｔｏｎ、Ｃ＋＋、Ｊａｖａ、ＰＨＰ等，
捕抓网页上的信息、数据、图片、文件等，根据中

医养生保健相关的匹配词进行数据采集并归纳分

类，统计数据。四是数据分析。使用数据仓库对数

据进行清洗、装载、查询、展现等，决策选出业务

逻辑中所需数据，实现 “数据产生数据”的模式。

３２２　数据存储　采集的数据可分为非结构化、
半结构化和结构化数据。对于结构化数据，结合中

医养生保健信息高频出现、高效值的数据，优先考

虑传统数据库存储方式并优先处理；对于非结构

化、半结构化以及部分结构化数据，采用大数据模

式，即分布式存储，将大量数据云集在服务器集群

中并进行挖掘处理，做出中医养生保健决策。

３２３　数据算法　主要目的是对大数据进行挖
掘，从而提高数据提炼的性能。海量数据较难处

理，往往要达到需求量大、速度快、精确度高等要

求，而传统的数据处理技术无法满足其处理需求。

本研究采用ＡｐａｃｈｅＭａｈｏｕｔ［４－５］技术，其提供一些可
扩展机器学习的经典算法，可以实现文档聚类、做

出推荐和组织内容。Ｍａｈｏｕｔ推荐算法分为两类：基
于单机内存算法，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的分步式算法［６］。

针对大数据采用基于 Ｈａｄｏｏｐ的分步式算法。该算
法是将之前单机执行的算法变成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模式。
ＭａｐＲｅｄｕｃｅ分布式并行计算的结构是将大数据均切
分为小数据模块，再结合 Ｈａｄｏｏｐ集群的处理机进
行并行处理，使其快捷地完成大数据挖掘、分析过

程。Ｍａｈｏｕｔ协同过滤推荐实现的组件，见图４。

图４　Ｍａｈｏｕｔ协同过滤推荐实现的组件

３３　服务层

３３１　面向用户　一是用户精准词元匹配中医养
生保健服务。用户根据自身体征表现以及特点，通

过选词或自定义词元将信息输入中医养生保健平台

中，平台服务基于大数据筛选高效值，提供用户精

准的养生保健方案，在用户实施方案期间对其追踪

以反馈效果。二是中医养生保健膳食和推拿手法推

荐。用户通过应用平台可查看中医养生保健膳食和

手法推荐，膳食信息均由大数据通过一年四季、节

（下转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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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注销、定位等服务管理，提供模板解析、模型

定义解析、服务自定义等基础服务，同时还包括信

息自由检索、下肢动脉疾病管理文件提取、医学术

语提供、下肢动脉疾病管理数据分析等各种服务。

５４　数据存储

整个ＨＣＤＲ的核心，数据存储效率和安全性很
大程度上决定ＨＣＤＲ产品的成功。数据存储模型支
持自定义，根据模型元数据的定义，系统可扩展原

来的模型定义。数据存储按下肢动脉疾病管理文

档、数据两大部分存放，由模型元数据负责提供模

型定义。ＨＣＤＲ可以有选择地存储一些常用知识库，
知识库内容可以直接提供给用户也可以作为 ＨＣＤＲ
内部数据分析参考。

６　结语

目前已应用平台尝试随访部分患者并在不断调

试中，总体效果较好，但还需要不断改进，实现医

生端－平台－患者端的无缝连接。先进的随访模式
是随着个人智能设备的不断完善而发展起来的，包

括智能手机、平板等，使医患之间在远距离也可以

进行点对点交流，节省大量时间。针对疾病相应特

点开展随访工作更有针对性，对医护人员来说可节

约随访数据的录入时间，提升准确率；对患者来

说，可以在远程自助完成随访数据的输入或上传，

得到相应医疗建议，极大方便患者。随着各种智能

设备的不断发展，相信会建立国家层面的大数据平

台，使患者随访工作得到统一管理，为国家制定相

应医疗政策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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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电脑知识与技术，２０１８，１４（１０）：８６－８９．

（上接第７７页）
气等因素结合综合分析而得；推拿手法是根据用户

已标识的自身体征匹配数据高效值来提供服务。

３３２　面向大数据平台　如线下养生馆，中医养
生保健平台通过严格的权限管理，设置对指定场所

或公司开放相关接口权限，为第 ３方提供接口服
务，服务内容包括分类词元信息匹配、养生保健方

案生成、计划安全性认证服务等，构建线下 －线上
联动模式。

４　结语

本文对基于大数据的中医养生保健平台构建进

行简要论述，主要包括系统模型、数据处理方式、

主要功能等。在大众养生保健的热潮中资源获取和

数据有效性是用户最主要的需求。而大数据处理、

有效利用显得十分重要，是值得研究的方向，如何

更好地利用数据产生更大价值需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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