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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医院信息系统为研究基础，以临床医学文本分类为依据，从数据来源角度分析临床科研数据抽
取方法和过程，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数据库检索技术对医学文本进行抽取和挖掘，取得良好效果，助力临

床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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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信息化迅速发展，医院业务流程已实现闭

环管理以及全流程数据记录。医院信息系统中存储

大量临床数据，从类型来区分，可以分为临床医学

影像数据和临床医学文本数据两类。临床医学文本

数据主要包括患者检验结果、诊断报告、病历文

书、病理报告等。临床医学文本中嵌入大量有用信

息，如何利用现有技术方法从医学文本数据中提取

潜在、有价值的信息逐渐成为信息抽取领域关注和

研究的重点［１］。本文以国内某大型三甲医院信息系

统为基础，以临床医学文本分类为依据，从数据来

源角度分析临床科研数据抽取方法和过程，使用自

然语言处理、数据库检索手段对医学文本进行抽取

和挖掘，取得较好效果。文中介绍的数据分析、抽

取、集成方法均来自日常临床科研数据工作实践，

希望能够为临床科研数据挖掘工作提供一些思路。

２　临床科研数据

２１　概念

指医院信息系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形式数

据，包括患者医嘱、费用、医疗文书和检查检验等

信息，主要来自医院信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电子病历系统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Ｓｙｓｔｅｍ，ＥＭＲＳ），医学影像存储与传输系统
（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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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ＣＳ），检验信息系统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ＬＩＳ）４大系统。医疗数据是医疗活动的数据
记录，对诊断和治疗疾病具有重要意义。临床科研

数据针对课题研究使用，研究课题不同，所要抽取

数据也不同。例如药物研究课题是针对使用某种药

物的患者来展开研究，糖尿病、肾病是以疾病为中

心展开研究。临床科研数据抽取是精准、定量定性

的数据抽取过程。例如狼疮肾炎课题需要抽取患者

第１次血常规中的红细胞计数数据，而不是所有实
验室数据；研究２型糖尿病课题需要从入院记录中
抽取患者糖尿病病史，而不是整个现病史记录。

２２　分类

临床医学文本从结构化角度分析，可分为两

类，即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是按照

预先设计好的数据类型和长度规则，通过不同软件

进行数据存储和管理；是典型的关系型数据，以行

和列组成的二维表，可以通过结构化查询语言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Ｑｕｅｒ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ＱＬ）语句实现检索和
使用，主要有患者病历首页、实验室、医嘱、费用

信息等［２］。非结构化数据是未使用数据库软件进行

存储管理的数据，暂无法用二维表结构来描述，以

ＨＴＭＬ、ＸＭＬ、ＰＤＦ等形式存储在硬盘等介质，以
大段医疗文书描述为主，优点是便于书写，可以反

映书写者连贯思维，缺点是不易存储，信息抽取困

难。主要有患者医疗文书、影像报告描述等。

３　结构化数据抽取

３１　内涵

从医院信息系统数据库中获取数据，要充分考

虑到信息系统安全和业务系统负载，可以采用相对

独立的数据仓库模式，在医院信息系统中负载较轻

的时间从相应业务系统中通过提取 －转换 －加载
（Ｅｘ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ｎｄＬｏａｄ，ＥＴＬ）采集工具将来
源于ＨＩＳ、ＥＭＲＳ、集成平台等系统的患者数据、门
诊诊疗、门诊用药、住院治疗、住院医嘱、手术、

检查检验等大量数据信息，经过转换清洗，存储到

数据库中［３］，见图１。

图１　结构化数据抽取设计

３２　步骤

结构化数据抽取需要耗费大量服务器资源，在

抽取过程中将业务系统和抽取业务相互独立，保证

医院日常业务正常运行。结构化数据抽取步骤如

下：从诊断表中按时间找到符合条件的患者住院

号；从患者变更表中筛选出在 ＩＣＵ治疗过的患者住

院号，存入本地数据库。住院号是患者唯一标识，

以此将患者所有数据串联起来；依据住院号抽取患

者首页信息，存入本地库；依据住院号将患者所有

ＬＩＳ数据抽取出来，存入本地库；依据住院号将患

者医嘱抽取出来，存入本地库；按需求创建数据集

表，更新患者首页部分内容；与需求者沟通确定医

嘱中的打分规则，输入每名患者分值，更新数据集

表医嘱部分内容；按需求抽取患者 ＬＩＳ数据，整合

数据，分别取最高值、最低值更新数据集表。

４　非结构化临床医学文本抽取

４１　内涵

从电子病历抽取科研课题所需信息，本文以常

见多发疾病２型糖尿病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规则

的自然语言处理、文本挖掘技术与算法从电子病历

中入院记录自动抽取患者病史，将其结构化处理。

４２　数据描述

电子病历中患者疾病史会出现在入院记录中，

大多数格式为 “疾病名称 ＋时间陈述”，例如 “自

述糖尿病１５年”、 “既往史，患糖尿病 ８年余”、

“２０年前确诊２型糖尿病”，常见的糖尿病史描述模

式，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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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糖尿病史描述模式示例

模式 实例

疾病时间数值时间单位 现病史：糖尿病史２年，日服二甲双胍……

时间数值时间单位疾病 …３年至第二人民医院，以 “①高血压 ②右眼玻璃体出血 ③糖尿病视网膜脱落④甲状腺结节入院”…

时间数值时间单位症状

诊断疾病

２０年前出现口渴、多饮、多食、多尿、饮水每天３－４Ｌ，尿量与饮水量相当，伴消瘦，体重下降约５Ｋｇ，

不伴手足麻木、视物模糊，就诊于郑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查空腹血糖 （具体值不详），确诊为 “２型糖尿

病”

４３　方法与步骤

分析病史描述规则后进行糖尿病史抽取与组

织，见图２。糖尿病史抽取与组织可分为５个步骤，
首先构建糖尿病史语料库，组织在校医学硕士分为

３组，其中两组文本标注，１组核对结构，对内分
泌科入院记录进行规范化标注，总结分析出入院记

录中的描述糖尿病史模板；其次将第１步结果经内

分泌临床医生讨论后构建规则库［４］；第３步在非结
构化的入院记录中，基于构建的规则库对糖尿病史

进行自动抽取，将抽取的病史结果进行存储；第４
步核对入院记录中有关否定描述内容，从抽取的结

果中剔除有关否定的结果［５］；第５步采用人工和算
法核对相结合的方法对结果进行验证。糖尿病史抽

取结果，见表２。

图２　非结构化电子病历文本数据中的糖尿病史抽取与组织

表２　糖尿病史抽取结果

患者住院号 抽取结果 （章节： →分类 结果）

ＺＹ０１０００ＸＸＸ３９６３ 既往史：２型糖尿病 →： ２型糖尿病７年

ＺＹ０１００ＸＸＸ５６７１ 个人史：２型糖尿病 →： ２型糖尿病病史６年

ＺＹ０２０００ＸＸＸ２４９７ 现病史：２型糖尿病 →： ２型糖尿病９余年

ＺＹ０２０００ＸＸＸ２２１６ 既往史：２型糖尿病 →： ２型糖尿病７年

ＺＹ０４０００ＸＸＸ９０２７ 既往史：２型糖尿病 →： ２型糖尿病１５天

ＺＹ０１０００ＸＸＸ５８８４ 既往史：２型糖尿病 →： ２型糖尿病６年

４４　结果分析与验证

为说明抽取结果有效性，采用两种验证方法并行

策略，第１种方法选取１个科室２０１５年全部数据进
行基于辅助工具的人工验证，其验证结果为整体抽取

结果的指标分析提供参考依据；第２种方法对所有
科室数据进行１０％取样，取样使用人工标注语料的
５％，其目的在于经过专业人员标注的内容可以作
为糖尿病史抽取结果来验证［６］，从而提高全部科室

糖尿病史抽取准确率。抽取结果验证指标，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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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抽取结果验证指标

项目 结果 指标 结果

总验证病历数　　 Ｎ＝１４３６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９９５％
ＴＰ（Ｔｒｕ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７６５ ＲＥＣＡＬＬ ８７６％
ＦＰ（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４ Ｆ－ＭＥＡＳＵＲＥ ０９３
ＦＮ（Ｆａｌｓ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１０８ 　　－ 　－
ＴＮ（Ｔｒｕ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５５８ 　　－ 　－

５　结语

通过对临床医学文本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抽

取，将获取到的数据组织成数据集表，供临床科研

工作使用。通过基于规则的抽取方法和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相结合，实现非结构化电子病历、文本数据

的定制化抽取；采用基于数据库的ＥＴＬ技术实现从
结构化临床医学文本抽取信息，取得良好效果，助

力临床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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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出版重点选题计划
２０２０年本刊将继续以 “学术性、前瞻性、实践性”为特色，及时追踪并深入报道国内外医学信息学领域前沿热点，

反映学科研究动态，展示学科研究与应用成果，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现对２０２０年度编辑出版重点选题策划如下：
一、医学信息学研究

１医学信息学基础理论研究；２医学信息学研究新方法、新指标、新工具；３医学人工智能的前沿技术、科研发展
及临床应用；４医学智库研究与智库服务实践；５医学数据中心建设及数据挖掘、关联应用；６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
信息学、基因组学理论研究及实践；７公民健康素养培养及健康促进。
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医药卫生信息化

１“互联网＋医疗健康”支撑体系、服务体系建设；２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医药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与方案；３信息
化助力新型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及解决方案；４医疗卫生信息标准化与规范化建设现状和应用；５医疗卫生信息
化相关法律法规。

三、医学信息技术

１医用机器人的系统研发、模型设计及典型案例；２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科学管理及智能分析；３精准医学与个性化医
疗技术研究与应用；４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在诊疗及健康管理中的综合运用；５健康云平台功能、技术、系统架构及基础
设施构建；６５Ｇ医疗技术应用及实践；７临床医疗可视化及虚拟现实技术的医学应用；８网络安全体系建设与风险评估。
四、医学信息组织与利用

１“互联网＋”环境下医学图书馆的创新举措；２人工智能技术及新型媒体在医学图书馆中的应用；３知识发现技术
进展及医学图书馆知识服务模式演变；４区域医疗卫生信息资源整合及共建共享；５基于医学数据图书馆、数据馆员的
新型专业实践。

五、医学信息教育

１“互联网＋”环境下医学信息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及继续教育面临的挑战、改革与实践创新；２医学信息学
专业课程设置及复合型人才培养；３网络化、数字化医疗信息教育培训平台及在线课程；４基于互联网的健康科普知识
精准教育；５中外医学信息学教育比较研究。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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