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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运用计算机技术对中医脾胃病相关古今文献进行整合、存储、分析、加工与处理，形成中医
临床文献大数据平台，详细阐述平台设计、资源整合方式、平台功能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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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医学文献内容丰富，运用计算机技术对脾胃

病古今文献进行处理、加工，形成基于脾胃病的中

医临床文献大数据平台专题知识库是脾胃病研究的

一项基础内容。以中医脾胃病相关诊疗内容为核

心，对中医药领域知识体系进行系统梳理，采集、

加工高质量知识内容，建立各类知识点之间关联，

基于古今文献、高质量证据、最新研究进展、专家

论著建成中医临床文献大数据平台知识库系统。本

系统整合名医经验、临床研究、临床指南、中医医

案、诊疗技术、中医文献和方药知识等资源，有助

于中医药知识共享和中医脾胃病诊疗技术研究，可

与中医临床智能系统［１］对接以辅助临床决策。本文

对平台构建方法及知识内容进行详细介绍。

２　平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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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平台搭建

在充分调研相关文献［２］、分析领域需求基础上

设计基于脾胃病的中医临床文献大数据平台数据模

型，确定元数据加工审核、人工语义标注、机器语

义标注等一系数据表字段类型、字段内容及表关系

等，基于 Ｌｕｃｅｎｅ、Ｍｏｎｇｏｄｂ等开源技术搭建平台。
收集脾胃病相关中医药领域纸书、期刊、古籍等文

献资源，经过光学字符识别 （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Ｒｅｃ
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ＣＲ）、文件格式转换 （如将 ＰＤＦ格式文
件转换为ＴＸＴ格式文件）、元信息标注 （如按古代、

现代、主题内容、作者、来源等）等处理之后，将

全文内容存入中医临床文献大数据平台。

２２　平台架构 （图１）

图１　平台整体架构

２２１　基础设施层　位于最底层，是大数据服务
平台最基础部分，用以实现对物理服务器以及相关

联的网络与安全组件的虚拟化功能，对应系统包括

服务器、网络系统、存储系统、安全系统、运维系

统和其他基础系统。

２２２　数据资源层　位于基础设施层之上，将数
据库 （关系／非关系型数据库）、Ｗｅｂ资源、文件系
统等异构数据源进行抽取及清洗、转换、加工后，

按统一数据标准规范加载到各类数据库中，通过构

建数据库、对象数据库和索引数据库对各类资源进

行分布式存储与管理。

２２３　应用支撑层　位于数据资源层之上，数据
资源层分散、异构的应用和信息资源在该层进行聚

合，通过统一访问入口实现结构化数据资源、非结

构化文档和互联网资源、各种应用系统跨数据库、

跨系统平台无缝接入和集成，提供支持信息访问、

传递以及协作的集成化环境，实现个性化业务应用

的高效开发、集成、部署与管理。采用面向对象、

组件式设计等多项技术提供的构件系统，是跨领

域、与具体业务无关、通用的基础服务，能随着业

务系统发展变化而扩展、伸缩。应用系统一般通过

应用开发接口或者声明性描述使用构件服务，通过

组件对应用系统进行再构造，形成更强大的系统。

２２４　应用层　面向用户服务，该层使用应用支
撑层提供的构件服务，向用户提供类型丰富的业务

服务系统。

２２５　展现层　该层为平台提供对外服务的系统
展示页面。

３　资源整合

３１　资源获取

３１１　构建数据仓储系统　通过构建数据仓储系
统对中医资源中的结构化、非结构化文档和互联网

资源进行基于数据的整合、组织和存储，初步构建

各类信息资源的数据仓储中心，为后续资源利用和

服务提供基础。数据仓储系统将打破现有资源库的

存储方式，通过本地数据中心实现对图书、期刊、

论文、图片、音视频等多类型资源的数据收割，通

过构建数据库、对象数据库和索引数据库，对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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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实现分布式存储与管理。

３１２　数据资源获取系统功能　可以对互联网网

站内容进行采集，对期刊、论文等文献进行数据采

集等。对采集信息实现长期保存，支持与数据仓储

间的数据集成与整合，使采集信息无缝接入本地数

据仓储，从而为资源检索与获取提供服务［３］。

３１３　平台服务　可提供包括元数据仓储、数据

资源获取 （对互联网站内容采集、纸书数据采集

等）、统一检索 （平台提供数据检索）、中医文献大

数据分析 （语义关联检索、词表抽取、主题汇聚）

在内的多种服务。

３２　资源利用

３２１　概述　通过人工标注 （用于强监督学习）

和机器标注 （用于弱监督学习）相结合的方法对中

医药文本进行概念实体、语义关系和内容标注，从而

生成语料库并进行机器学习算法测试和模型训练［４］。

３２２　概念标注　对脾胃病中医临床医案文本中

的证候、症状、病因、病机、中药、方剂等概念实

体进行人工标注，可通过语义标注软件将文本中的

概念实体标注为不同颜色。使用命名实体识别算法

进行测试，训练命名实体识别模型。

３２３　关系标注　对脾胃病中医临床医案文本中

的病证症相关关系、方证关系、药证关系、方剂组

成关系等语义关系进行人工标注，可通过语义标注

软件将文本中的两个概念实体连接起来，标注关系

的种类 （也可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使用语义关系

抽取算法进行测试，训练命名实体识别模型。

３２４　内容标注　标出方剂以及医案中的各种内

容，使用自动标引算法进行测试，训练出知识点抽

取模型。其中重点测试医案结构化算法效果：拟利

用原始医案 （文本）及结构化医案 （弱监督）生成

训练语料，训练医案知识自动抽取模型，实现医案

文本自动结构化。

３２５　知识图谱生成　基于命名实体识别模型和

关系抽取模型，对整个语料集进行实体和语义关系

自动标注，在此基础上自动构成知识图谱［５］。平台

搭建及服务流程，见图２。

图２　平台搭建及服务流程

４　平台功能

４１　知识检索与可视化

将包括胃痛、胃脘痛、痞满、噎膈、胃缓、痢

疾、食积、胃肠功能障碍、胃肠神经官能症、功能

性便秘、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功能性消

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胃肠痉挛、消化道出血等

疾病在内的脾胃病相关中医药期刊、书籍等文献数

据整合为相同结构数据并上传平台，使用者可依据

不同需求统一查询、检索、调用数据。可提供数据

格式包括ＥＸＣＥＬ、ＰＤＦ、ＸＭＬ。

４２　语料库生成

通过人工标注 （用于强监督学习）和机器标注

（用于弱监督学习）相结合方法，对中医药文本中

的中医疾病、西医疾病、证候、症状体征、方剂、

中药等内容进行概念实体标注、语义关系标注和内

容标注，从而生成脾胃病相关语料库，基于语料库

进行机器学习算法测试和模型训练。

４３　知识抽取

对期刊文献ＰＤＦ文件进行格式转换，以便通过
制定规则对期刊文献中的医案内容进行抽取。现代

期刊中对于医案的描写方式基本规则化，仅有少许

差别，对姓名、性别、年龄、诊次、舌质舌苔、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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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医诊断、西医诊断、方剂、中药组成等内容

进行规则制定，实现期刊中医案内容抽取［６］。

４４　平台服务示范

４４１　脾胃病相关知识挖掘　分别选取１０个脾胃
病中医及西医疾病，基于词网对全文献进行内容标

注，采用机器自动标注，将标注后的内容进行人工

审核并进行再标注，以知识图谱形式进行展示。展

示内容主要包括中医疾病、西医疾病、症状、证

候、方剂、中药。以列表形式列出文献中与某一脾

胃病相关联的中西医疾病、症状、证候等内容段落

章节，点击节选内容可链接原文进行内容查看。

４４２　词频统计　平台全面收录中医脾胃病诊疗
相关古籍文献、科普文献、期刊文献、书籍资源，

以１０个中医定义的脾胃病及其对应的西医疾病为
示例，收录相关病证文献题名、期刊来源、年、

卷、期、页码、类型、作者、单位、省份、基金、

人名、标签、关键词、主题词、分类号、摘要等信

息。提供１０种中医疾病及西医疾病的症状、名医、
方药的词频统计结果，见图３。

图３　基于脾胃病的中医临床文献大数据平台词频统计页面

４４３　关键词提取　将文献中的词汇按照频
次进行提取，通过图片形式对与脾胃病相关联的关

键词汇进行展示，见图４。

图４　关键词汇展示

４４４　医案抽取　通过制定规则分别对期刊医案
中涉及的诊次、舌质舌苔、脉象、辨证、中医诊

断、西医诊断、中药组成、方剂、按语等内容制定

抽取规则，对期刊中医案内容进行抽取。如文中提

及的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诊、Ｘ诊 （ＸＸＸＸ年 ＸＸ月
ＸＸ日）、Ｘ剂后Ｘ诊、Ｘ日后Ｘ诊，则判定为诊次
信息；ＸＸ舌、ＸＸ苔、舌 ＸＸ、苔 ＸＸ、舌质 ＸＸ，
苔ＸＸ等，则判定为舌质舌苔信息进行内容抽取。

５　结语

本项目在对中医药防治脾胃病相关文献进行系

统梳理和深度分析基础上，充分利用中医药领域术

语系统、知识库和文献等数字资源，采用专家协作

加工与人工智能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构建中医临床文

献大数据平台专题知识库，基于专题知识库搭建中

医脾胃病临床文献大数据平台，实现知识发布、知

识导航、知识浏览、知识检索、知识发现等知识服

务，为临床、科研、教学提供技术支持。目前临床

医生及科研人员可通过网站访问平台。后续将持续

对后台知识库及前台服务平台内容进行扩容，以期

针对更多脾胃系统疾病进行完整的内容补充及服务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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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实践 ［Ｊ］．科技新时代，２０１７（４）：５５－５６．

５　于彤，李敬华，于琦，等．中医养生知识图谱的构建与
应用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１７，１２（１２）：６４－６６．

６　Ｙｕ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Ｈｕａｊｕｎ，ＭｉＪｉ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ＤａｒｔＷｉｋｉ：ａｓｅ
ｍａｎｔｉｃｗｉｋｉｆｏ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ｄｏｍａｉｎ［Ｊ］．Ｃｕｒｒｅｎｔ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２，７
（３）：２７８－２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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