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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百度知道中关于艾滋病的提问为数据基础，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语言对提问内容进行词频和共词网络
分析，揭示艾滋病健康信息需求５大主题，分析艾滋病健康信息用户特征，提出艾滋病健康信息传播建议，
为精准推送健康信息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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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艾滋病是由艾滋病病毒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ＨＩＶ）引起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恶性传染病，目前

没有疫苗可以预防，也没有治愈该疾病的有效药物

和方法，严重危害公众健康［１］。加强艾滋病防治工

作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任务。国家卫生健康

委联合多部门印发 《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以下简称 《方案》），第１项措
施即实施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要求居民、流

动人口、老年人及易感染艾滋病危险行为人群艾滋

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达９０％以上；各地积极探索利用
大数据信息、人工智能技术判断艾滋病防治重点人

群和对象，通过互联网精准推送防治信息［２］。开展

健康信息传播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至关重要，而分

析用户对相关健康信息的需求特征能更精准地为其

提供所需健康信息。

２　研究现状

２１　国外

网络因其获取信息的便捷性，已经成为公众获

取健康信息的重要途径。艾滋病患者由于社会歧视

与排斥，也更偏向于通过网络获取相关健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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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用户不仅可以浏览信息，还可主动提问，

有研究发现网络问答社区是用户获取健康信息的重

要途径［３］。目前国内关于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需求研

究以面向特定人群的问卷调查为主，由于问题预先

设定，不能全面反映公众真实需求。对社会问答平

台中关于健康话题的提问进行研究，能有效反映用

户对相关健康信息的需求。国外关于社会问答平台

健康信息需求与行为的研究已逐步兴起［４］，Ｐａｒｋ

ＭＳ等采用内容分析与语义网络分析的方法分析网

络用户关于乳腺癌话题，以研究用户信息搜索行

为［５］；ＪｉＺ等通过分析雅虎问答和百度知道中关于

癌症的问题，对中美两国用户健康信息需求进行分

析［６］；ＡｌａｓｍａｒｉＡ等对比分析雅虎问答和 ＷｅｂＭＤ

两种社会化问答平台的健康信息需求［７］。

２２　国内

国内有少数学者开始尝试研究社会问答社区中

用户健康信息需求，如邓胜利等利用 ＲＯＳＴＣＭ文

本挖掘软件分析百度知道中有关高血压的提问［８］；

赵安琪等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知乎中关于抑郁症的提

问进行研究［９］；曹树金等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

社会化问答网站用户糖尿病相关信息需求［１０］；Ｚｈｏｕ

Ｘ等对中国某健康网站中关于糖尿病的提问进行分

析［１１］。但国内关于艾滋病健康信息需求的研究鲜有

报道，王国华等通过分析百度贴吧 “ＨＩＶ吧”版块

内容，发现其中寻求社会支持最普遍的是信息类，

寻求建议和参考，需求信息远多于供应信息［１２］，但

对用户信息需求内容未做深入研究。本文对百度知

道中关于艾滋病的提问进行文本挖掘，分析用户对

艾滋病健康信息的需求特点，为精准推送相关健康

信息提供科学依据。

３　资料与方法

３１　数据来源

主要以百度知道为数据基础。百度知道是基于

百度搜索的互动式知识问答分享平台，用户有针对

性地提出问题，通过积分奖励机制发动其他用户来

解决该问题。同时这些问题的答案会作为搜索结

果，提供给其他有类似疑问的用户，达到知识分享

效果［１３］。本文主要研究非医学专业人员对艾滋病相

关信息的需求，在获取相关数据时未对艾滋病专业

术语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进行检索。经过初

步检索发现用户除以 “艾滋病”一词进行提问外，

还常用其英文缩写＂ＡＩＤＳ＂，＂ＨＩＶ＂也较多地用于提

问中，因此本研究以 “艾滋病 ＋ＡＩＤＳ＋ＨＩＶ”为关

键词 （＋表示逻辑或的关系），通过八爪鱼采集器

获取百度知道相关提问内容，包含发布时间、回答

者、回答个数、点赞数、标题、问题详情、浏览次

数、最佳答案等信息。数据获取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１１日。利用 Ｅｘｃｅｌ对采集到的问题内容进行清

洗，筛选掉重复数据、没有提问内容或提问内容与

艾滋病无关数据，最终研究样本共有１５７９条提问

数据。

３２　方法

利用Ｐｙｔｈｏｎ对采集的问题样本进行分词及词频

分析，采用Ｇｅｐｈｉ进行语义网络分析。分词是进行

文本分析的基础，通过 Ｐｙｔｈｏｎ中的 ｊｉｅｂａ分词对提

问内容进行分词处理。在实际分词过程中，根据初

步分词结果将提问中涉及但未被正确切分的词语添

加为自定义词语并重新分词。对分词结果进行词频

统计，使用Ｐｙｔｈｏｎ中的 Ｗｏｒｄｃｌｏｕｄ库制作关键词云

图，以揭示用户对艾滋病的主要关注点。采用 Ｇｅ

ｐｈｉ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以分析用户对艾滋病

健康信息需求的主题分布。由于艾滋病及相关概念

有多种表达方式，为更准确地分析语义网络，对这

些同义词或不规范的表达进行统一处理，将概念统

一为 “艾滋病”和＂ＨＩＶ＂，将 “艾滋病病人”、“艾

滋病人”统一为 “艾滋病患者”，“艾滋病宣传日”

统一为 “艾滋病日”。

４　结果

４１　高频关键词

对研究样本分词后进行词频统计，共得到２１６７

个词，筛除无实际意义的词如 “请问”、 “到底”、

“谢谢”等，去掉征求艾滋病的作文或英文翻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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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词如 “作文”、“英文”、“一篇”等。取筛

选后频率最高的前１００个词，绘制词云图，见图１。
根据词云图的生成原理，词语出现频率越高，其显

示规格越突出、离图中心越近。图１可以直观显示
出用户对艾滋病健康信息需求的关键词：艾滋病、

艾滋病病毒 （ｈｉｖ）、感染、患者、传染、检测、预
防、症状、传播、检查等，频率最高的 ２０个关键
词及词频，见表 １。分析词频时 ＨＩＶ自动转换为
ｈｉｖ，词云图中以ｈｉｖ形式出现。

图１　艾滋病相关问题关键词

表１　前２０位高频关键词及其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１ 艾滋病 １２９２ １１ 不会　　 ５２

２ ｈｉｖ　　 ２８４ １２ 检查　　 ５２

３ 感染　 １０１ １３ 艾滋病日 ４９

４ 患者　 １００ １４ 传播　　 ４５

５ 传染　 ６９ １５ 中国　　 ４５

６ 检测　 ６４ １６ 病毒　　 ４１

７ 预防　 ５７ １７ 哪里　　 ４０

８ 世界　 ５５ １８ 意思　　 ３５

９ 症状　 ５５ １９ 问题　　 ３４

１０ 哪些　 ５４ ２０ 如何　　 ３２

４２　共词网络

为了解各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揭示信息需求主

题分布，根据高频关键词共现关系构造共现网络，

见图２。节点代表关键词，节点越大其中介中心性
越高，表明该关键词更容易与其他关键词共现；连

边代表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连边越粗，关键词

之间的共现频率越高，关系越密切；根据聚类系数

对节点颜色进行区分，相同颜色代表节点间关联度

较强。由于本研究的问题样本都围绕艾滋病，故在

构建共现网络时将 “艾滋病”这个节点去掉，以更

清晰地体现其他节点之间的关联度。由图２可见节
点主要分为５种颜色，分别代表５种不同主题。

图２　关键词共现网络

５　讨论

５１　主题分布

结合表１和图２分析高频词及词间关系，整理
得出用户对艾滋病健康信息的需求主要集中在５个
方面，见表２。此外还有少数与艾滋病密切相关的
问题，如艾滋病起源、危害，ＨＩＶ与艾滋病的区
别，艾滋病患者能否生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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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艾滋病健康信息需求主题及关键词

信息需求主题 主要内容 关键词 （前５位）

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病毒的感染与检测 ＨＩＶ、感 染、病 毒、

检测、细胞

流行趋势　 艾滋病患者数量、高发地

区等

患者、哪些、中国、

多少、国家

传播与传染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与患

者接触后被传染的可能性

传染、传播、患者、

不会、通过

临床诊断　 艾滋病的症状、医院检查、

潜伏期、生存期等

症状、哪些、检查、

多久、医院

预防知识　 艾滋病的预防措施、世界

艾滋病日等

预防、怎样、如何、

世界、艾滋病日

５２　用户特征

本研究中艾滋病健康信息需求来自不同人群。

关注艾滋病健康信息的用户除感染者或高危人群外

还有其他人员，这部分人群主要关注艾滋病流行趋

势和预防知识以及传播途径和致病机理等，表明艾

滋病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或疑似患者更多地关注艾滋病传染与临床诊断，包

括艾滋病病毒检测等，对治疗等信息关注较少。根

据ＨＩＶ传播途径，容易引起ＨＩＶ传播的行为称为高

危行为［１４］。其中大部分用户未确诊，部分人与患者

或病毒携带者接触过，部分人有过艾滋病高危行

为，部分人已经出现某些症状，其提问主要是咨询

是否患病或检测方面的问题；部分人已确诊为艾滋

病，则询问生存期或者具体办法。怀疑感染艾滋病

时大多以 “不会感染／传染艾滋病了吧”这种方式

提问，还有部分用户使用 “救命”、“好怕”等词。

可以看出这类用户流露出对艾滋病的恐慌与担忧。

“治疗”一词出现频率为２０次，大部分是针对艾滋

病治疗药物和方法的提问，还有少数用户对艾滋病

能否治好进行提问。此外有一部分提问围绕艾滋病

患者的日常生活、职业、生育等方面。关于艾滋病

的阻断药相关问题有２４个，以询问阻断药购买地

点为主。这一类用户是有过艾滋病高危行为的用

户。发生艾滋病高危行为后，在 ７２小时内服用艾

滋病阻断药可以阻拦艾滋病病毒［１５］。

５３　相关信息传播建议

艾滋病作为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健康信息需求的用户群体非常广泛。

关于艾滋病的健康宣传教育不仅要针对艾滋病感染

者、疑似患者以及高危人群，也要面向广大群众，

而不同人群对艾滋病健康信息需求有所差别，要根

据不同人群特点开发针对性和可接受性强的宣传材

料［２］。本文基于文本挖掘分析各类人群信息需求特

征，为不同人群提供健康信息。针对公众，在全面

普及艾滋病危害、传播、症状等基本知识的基础

上，应着重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艾滋病疑似患者

潜藏于普通大众中，由于社会歧视，这部分人群不

敢轻易暴露，其信息需求较难发现。因此在为公众

提供健康信息时应考虑这部分人群需求，提供艾滋

病检测方面的信息，如检测机构、方法等。本研究

还发现由于大众对艾滋病的恐惧，与艾滋病患者有

接触史者通常会担心感染艾滋病而发帖求助，因此

应提供相关信息以消除这类人群的恐惧心理。针对

高危人群除进行防护措施的科普外，还应加强关于

艾滋病阻断药的宣传。由于阻断药的采购和发放受

到国家严格管控，很多人不知道应用阻断药或如何

购买，可能错失防治艾滋病的关键时期。艾滋病患

者信息需求特征比较明显，主要关注生存期与治

疗，其次关注日常生活、职业与生育方面。对于艾

滋病患者，国家采取最大的隐私保护及救治措施，

患者接受治疗的同时能接受相关健康教育。但仍有

部分患者由于某些原因而未能接受健康教育，对相

关健康信息特别是日常生活、职业与生育等方面的

信息需求迫切但因害怕泄露隐私而不敢公开求助。

因此关于艾滋病生存期与治疗、日常生活、职业、

生育等方面的健康信息应面向公众传播。

６　结语

本文基于Ｐｙｔｈｏｎ语言对百度知道中关于艾滋病

的提问进行文本挖掘，通过词频和共词网络分析揭

示用户对艾滋病健康信息需求的主题分布，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分析用户特征，提出艾滋病健康信息传

·７４·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０年第４１卷第７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１，Ｎｏ．７



播对策建议，为精准推送信息提供参考。无论是艾

滋病患者、高危人群或是普通大众都存在对艾滋病

健康信息的需求，信息传播内容应全面充分，传播

对象应覆盖所有人群，且健康信息内容根据人群的

不同而有所侧重。本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

样本只是针对百度知道中关于艾滋病的提问进行研

究，较为有限。此外艾滋病患者情感信息需求展现

不够充分，只揭示艾滋病疑似患者以及少数确诊患

者恐慌与无助的心理。而情感支持对于艾滋病患者

非常重要，应挖掘艾滋病患者情感需求。另外还应

调查用户对艾滋病健康信息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

为更好地开展艾滋病健康信息传播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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