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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在线医疗网站患者对医生的评价数据为基础，基于 ｊｉｅｂａ分词技术从医生基本信息、医生所在
医院、患者评价信息３个维度构建用户画像，借助ＰｏｗｅｒＢＩ实现用户画像可视化，分析患者对医生的关注侧
重点，为智能医生推荐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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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医疗水平与人民生活幸福指数密不可分，要想

使患者获得更好的就医体验，就要提升医疗水平，

以及为患者推荐更优秀的医生［１］。人们可通过在线

医疗网站了解医生概况，就医后还可在网上给予医

生评价，这部分数据的潜在价值在于可以从患者角

度真实了解医生，收集整理这些数据使其成为有价

值的标签，为医生构建画像，为患者提供智能推荐

功能，使用户得到最优的治疗体验。本文选取好大

夫网站中与高血压疾病相关的全国医生大数据 （包

括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如医生与医院等级、

医生职称、医生好评度、以往患者在线评论等，采

用ｊｉｅｂａ分词等用户画像技术刻画医生画像，为后续
医生推荐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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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背景

２１　用户画像

交互设计之父 ＡｌａｎＣｏｏｐｅｒ于１９９８年首次提出
用户画像这一概念，将用户画像理解为虚拟化用户

数据［２］。可以认为是以用户为中心，在具体场景下

还原用户典型特征，为用户描绘一幅数据的画像，

以更好地研究用户行为习惯以及特点。国内对于用

户画像的研究要晚于国外［３］，但近年来发展较为迅

速。用户画像数据可分为两大类：动态和静态数据，

动态数据即不断变化的数据，随用户行为的改变而改

变，如用户在网上浏览的足迹、评论、参与的话题讨

论［４］等。静态数据是用户的个人信息，如性别、年

龄等。根据得到的动态和静态两类数据，进一步处理

提取出用户特征，这个特征就是用户属性的共性，最

后对用户特征进行精炼得到易于理解和使用的用户标

签。因此可以说用户画像就是将用户标签化［５］，用

很多标签来简化对用户的刻画，用户画像构建过程

是收集用户相关信息，最终整理为标签形式。

２２　智能推荐

用户画像应用可分为３类：宏观 （战略制定）、

中观 （运营优化）、微观 （价值发现）［３］。用户画像

应用场景十分广泛，涉及金融、医疗等多种行业，其

中大多用于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推荐［６］，以及搜索引

擎［７］等。根据对大量用户数据的分析，构建用户画

像，进而实现用户需求分析，根据用户偏好进行相应

智能推荐，例如单晓红等利用北京地区酒店在线评论

信息构建酒店和用户评价的用户画像，实现酒店精准

营销［８］。本研究从患者角度出发，将医生作为分析

对象，根据医生个人信息和对医生的在线评论信息

整理出医生标签，构建医生用户画像，以实现医生

推荐，为患者提供最合适和满意的医生。

３　用户画像模型构建流程　

３１　概述

基于在线医疗网站患者评价的医生用户画像构

建主要包括数据准备、数据处理、用户画像可视化

３个步骤，见图１。一是数据准备，从好大夫网站
上抓取医生基本信息、医生所在医院、患者评价数

据，从３个维度构建用户画像。二是数据处理，包
括数据预处理、标签构建和情感分析。三是用户画

像可视化，使用ＰｏｗｅｒＢＩ软件实现可视化并分析。

图１　用户画像构建流程

３２　数据准备

３２１　概述　早期用户画像一般采用访谈调研方

法，随着互联网数据量的增加，目前用户画像主流

方法为数据挖掘［９］。一般采用网络爬虫抓取Ｗｅｂ页

面数据，按照用户自定义规则实现自动抓取网页信

息的程序。本研究使用八爪鱼爬虫软件实现数据抓

取。该软件可直观模仿鼠标手动点击页面，根据用户

需求选择需要抓取的数据，可选择各种可以避免反

爬虫机制的方式，例如使用代理 ＩＰ、定时切换浏览

器版本、定时清除 Ｃｏｏｋｉｅ，在进行点击或抓取操作

时可选择延迟时间，从而更加接近手动点击状态。

３２２　整体流程　首先在好大夫网站中检索治疗

高血压疾病的医生，范围选择全国，将此页面的网

址链接输入软件并打开，然后鼠标单击需要抓取的

数据，包括医生姓名、职称、所在医院、擅长、评

分 （推荐热度），软件可自动解析 ｈｔｍｌ，提取所选

位置的文本数据，之后点击 “查看详情”继续采集

患者评价信息，选择在每个医生所在列表中循环抓

取操作。进入 “查看详情”页面后，发现患者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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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并未全部显示出来，需要继续点击查看全部投

票，进入详细页面。之后可循环抓取患者评价信

息，软件可循环点击 “下一页”，抓取规则设置好

后，在设置中选择定时清除 Ｃｏｏｋｉｅ，最后运行程序
即可。在运行过程中查看全部投票页面存在反爬虫

机制，爬取过程中会出现网页错误，无法正常打

开，笔者对点击选项进行延迟操作，随后再次运行

程序便可正常抓取数据。最后将爬取的数据导出为

ｃｓｖ格式，共抓取到数据１００６条。

３３　数据处理

３３１　存在的问题　对获取的数据进行预处理，

提高其质量［１０］。通过分析数据，发现存在以下问

题：一是个别列中会出现极少重复行，原因可能是

数据抓取过程出现未知错误，需要批量进行查询和

删除。二是评价原始列中的数据中存在空值，占比

并不多，直接删除即可，对结果影响不大。三是医

生评价数据中每条评价之间存在空行，需要进行批

量处理。

３３２　处理过程　针对以上问题首先对数据进行
删除重复行操作，使用ｐｙｔｈｏｎ工具进行数据处理时

需要使用第３方ｐｙｔｈｏｎ库［１１］，ｐａｎｄａｓ库是ｐｙｔｈｏｎ中

功能强大、用于数据分析的库，包括 ＤａｔａＦｒａｍｅ和

Ｓｅｒｉｅｓ等很多实用工具，使数据处理过程更加简单、
快速，其中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ｄ可以得到重复值判断的布尔
值，而ｄｒｏｐ＿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ｄ（）方法可以直接去除重

复项，返回唯一值，代码如下：

＃导入ｐａｎｄａｓ包并重命名为ｐｄ

ｉｍｐｏｒｔｐａｎｄａｓａｓｐｄ

＃读取Ｅｘｃｅｌ中Ｓｈｅｅｔ１中的数据

ｄａｔａ＝ｐｄＤａｔａＦｒａｍｅ（ｐｄｒｅａｄ＿ｃｓｖ（＇ａｌｌｃｓｖ＇，＇Ｓｈｅｅｔ１

＇））

＃查看是否有重复行

ｒｅ＿ｒｏｗ＝ｄａｔａ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删除重复行

ｎｏ＿ｒｅ＿ｒｏｗ＝ｒｅ＿ｒｏｗｄｒｏｐ＿ 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将去除重复行的数据输出到ｃｓｖ表中

ｎｏ＿ｒｅ＿ｒｏｗｔｏ＿ｃｓｖ（＂ａｌｌ２ｃｓｖ＂）

其次，针对评价列中存在的空值，即缺失值，

使用ｃｓｖ的筛选功能，找到医生姓名，返回网页中

查看发现没有评价数据，可能是患者只为其打了分

或默认评价，导致为空，对于这部分数据采取删除

整行操作［１２］，不将其纳入到本次分析范围。最后对

于每条评价之间存在空行，原因是单元格中存在换

行符，此处新插入一列辅助列，使用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

函数，该函数可实现将单元格内的换行符进行替

换，在辅助行输入公式：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Ｅ２，
ＣＨＡＲ（１０），＂＂），其中 ＣＨＡＲ（１０）代表换行符，

向下填充即可将单元格中的换行符删除，再将辅助

列的文本数据粘贴回原所在列。清洗后共得到９１１
条有效数据，损失９５条数据。

３３３　用户画像标签构建　对于医生基本信息，

如姓名、所在医院、职称这类静态数据，直接使用

作为医生标签即可。对于评价信息需要使用特征提

取，找到最能代表医生的一个词语。特征即为关键

词，是代表一篇文章或一段话中重要内容的一组

词，可以使人们更加快捷地浏览和获取信息。本文

采用ｊｉｅｂａ中文分词技术实现对文本特征提取。首先

使用词频分析，选择 ｊｉｅｂａ默认模式，即精准模式，
定义高频词统计函数，

ｄｅｆｇｅｔ＿ＴＦ（ｗｏｒｄｓ，ｔｏｐＫ＝１０）：

ｔｆ＿ｄｉｃ＝｛｝

ｆｏｒｗｉｎｗｏｒｄｓ：

ｔｆ＿ｄｉｃ｛ｗ｝＝ｔｆ＿ｄｉｃｇｅｔ（ｗ，０）＋１

ｒｅｔｕｒｎｓｏｒｔｅｄ（ｔｆ＿ｄｉｃｉｔｅｍｓ（），ｋｅｙ＝ｌａｍｂｄａｘ：

ｘ［１］，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ｒｕｅ）［：ｔｏｐＫ］

然后定义过滤停用词函数

ｄｅｆｓｔｏｐ＿ｗｏｒｄｓ（ｐａｔｈ）：

ｗｉｔｈｏｐｅｎ（ｐａｔｈ）ａｓｆ：

ｒｅｔｕｒｎ［ｌｓｔｒｉｐ（）ｆｏｒｌｉｎｆ］

列出第１位医生评价数据中数量最多的前１０个
词语，发现其中最能体现医生特征的是形容词，反

映医生性格特点。使用 ｊｉｅｂａａｎａｌｙｓｅ中的 ｔｅｘｔｒａｎｋ

提取评论中的形容词，作为患者对医生评价的标

签。打开经过预处理的ｃｓｖ文件：
ｄａｔａ＝ｐｄｒｅａｄ＿ｃｓｖ（＂ａｌｌ２ｃｓｖ＂，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ｕｔｆ＿８

＿ｓｉｇ＂）；

遍历表格中评价所在列的所有单元格，对每个

单元格进行特征词提取操作，将特征词保存在评价

列右侧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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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ｉｉｎｒａｎｇｅ（ｌｅｎ（ｄａｔａ））：

ｓｐｌｉｔ＿ｗｏｒｄｓ＝ｊｉｅｂａａｎａｌｙｓｅｔｅｘｔｒａｎｋ（ｄａｔａｉｌｏｃ［ｉ，４］，

ｔｏｐＫ＝１，ｗｉ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Ｔｒｕｅ，ａｌｌｏｗＰＯＳ＝（＇ａ＇））

ｆｏｒｉｔｅｍｉｎｓｐｌｉｔ＿ｗｏｒｄｓ：

ｃｏｒｐｕｓｉｌｏｃ［ｉ，５］＝ｉｔｅｍ［０］；

３３４　情感分析　基于粒度不同可分为３类：文
档、句子和词语。文档级情感分析通过训练分类器

实现情感分类，句子级直接分析句子的情感类型从

而判断文档情感，而词语级通过判断情感词的极性

来实现情感分析［１３］。本研究借鉴钟泉［１４］使用的情

感得分算法，使用知网 Ｈｏｗｎｅｔ情感词典，根据医
生评价特殊性，在情感词典中加入一些表达对医生

评价情绪的词语，如 “医术了得”、 “医术高明”、

“医术高超”、“仁心仁术”、“名不虚传”、“医品”、

“医德”等，这些词语表现患者对医生的积极评价；

“匆匆的”表现患者对医生的消极评价。第 １步，
对每位医生的评论按 “：”进行分句，检索每条评

论情感词，与情感词典对照，记录情感词是积极或

消极，设置变量存储相应的情感值。第２步，在当
前情感词位置向前遍历，与程度词表进行匹配，为

得到的程度词设置权值，然后与情感值相乘。第３
步，利用与第２步同样的方法检索否定词，对否定
词进行计数，若为奇数则将结果乘以 －１，反之乘
以１。第４步，对于每位医生，计算完一条评论的
情感值，使用数组格式记录，从而记录该医生所有

评论的情感值。第５步，将每位医生所有评论的积
极和消极情感值分别计算均值并储存。第６步，利
用郭丽环等［１５］提出的情感判断算法，积极情感均值

＞消极情感均值则判断为积极，记为１，反之记为
０，最后写入表格文件中。

３４　可视化

将ＰｏｗｅｒＢＩ作为可视化工具，利用 ｗｏｒｄｃｌｏｕｄ
插件，首先选择患者评价信息这一维度，见图 ２，
可以看出患者在评价医生时，是否耐心是一个重要

指标。然后选择医生所在医院这一标签进行词云分

析，见图３，可以看到安贞医院、北京 ３０１医院、
阜外医院心内科在治疗高血压疾病上在全国范围内

居于前列。最后将医生姓名、职称、擅长、情绪以

表格形式展现出来，当单击词云中的标签时，表格

中的信息会相应跳转至所选标签对应的医生。将所

属医院、医生姓名、评价和情绪分别以列表形式展

现出来，得到 １个级联列表，３个列表实现联动，
单击医院显示其治疗高血压的医生以及他们的评价

和评价的情绪，直观展现所得结果，方便查找所需

医院医生评价结果。

图２　医生评价标签词云

图３　所在医院词云

４　结语

本文以好大夫网站上患者对医生的评价为基

础，从医生基础信息、所在医院、患者评价信息３
个维度刻画 “好大夫”网站上全国治疗高血压医生

特征，借助 ＰｏｗｅｒＢＩ实现用户画像可视化，其中患
者评价信息使用ｊｉｅｂａ分词和情感分析技术实现标签
化，展现患者眼中医生真实面貌，反映出患者对医

生的关注点，研究具有一定价值。实验结果表明

“耐心”这一词被患者所提及的频率最高。医生与

患者在医学专业领域知识方面有着巨大差距，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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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不能耐心为患者解答很容易引起医患矛盾。

“耐心”只是在性格或态度层面评价医生的一个重

要标准，医生专业技能更为重要，然而本次实验中

患者评价信息并未提出有关医生技能方面的信息，

可能由于评价信息多从患者主观出发，更多突出其

体验、感受。本次实验尚有不足，数据来源还应扩

大，获得有关医生专业技能方面的信息，有效利用

医生职称等信息，使医生画像构建得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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