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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详细阐述基于中医药学语言系统的知识问答系统构建，包括系统设计及具体功能，指出该系统应
用能够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辅助，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患信息不对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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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逐年加快，慢

性病患者数量不断增加，医疗资源难以满足公众需

求，患者就医率低等问题逐渐凸显。而互联网医疗

产业的高速发展为由网络直接获取医疗知识提供更

多便利［１］。目前用户由网络获取医学知识信息的主

要途径是百度等传统搜索引擎，只需输入疾病、症

状等关键词便出现有关介绍和信息。但通过这种方

式获得的信息通常数量巨大且缺乏针对性，其科学

性也无法得到保障，智能问答系统应运而生。本文

主要介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以自主

研发的中医药学语言系统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ＣＭＬＳ）为知识基础，以
“月经病”为范例构建的知识问答系统，该系统将

中医药学语言系统知识与文献中的病案相结合，通

过临床实际病历训练不断丰富后台知识库、修正问

答算法，进一步提高回答准确度，帮助普通用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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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捷地了解医疗知识、获取更有针对性的医疗信

息。

２　系统设计

２１　概述

中医药学语言系统中的中医知识问答系统是以

中医常见病 “月经病”为示范构建的智能知识问答

系统。系统以自然语言对话形式与患者交流，患者

以文本形式输入病情描述，系统据此给出可能患有

的疾病及其概率以及疾病相关信息，例如常见症

状、证候、方药等［２］。同时探索一种术语反馈模

式，根据分词结果进行术语反馈，经专业人员审核

后进行术语补充以不断丰富完善语言系统，使系统

建设与应用实现良性循环。

２１　文献采集与处理

２１１　文献类数据　文献采集范围主要包括期刊

文献和医案类数据。文献类数据依据要求在中国中

医药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医学数据库以检索式

“主题检索＝月经病”进行加权拓展检索，检索主

题为 “月经病”及其下位词 “崩漏、闭经、功能性

子宫出血、经前期综合征、逆经、痛经、月经过

多、月经过少、月经失调”，得到文献约１５０００篇。

以 “特征词 ＝病例报告”进行二次检索、文献下

载、人工筛选，最终选出符合要求的文献并以其中

的病例记录作为本研究的数据基础之一。

２１２　其他数据　选取近现代２５位妇科专家医

案，共下载５７部妇科医案专著。另外选取中医妇

科学教材和临床指南以及治疗月经病的常见方剂

内容。

２１３　数据处理　最终获得病案、指南、文献

和电子病历 ４部分基础数据。将数据进行分类，

利用文本转换技术对分类数据进行文本提取，部

分模糊图片形式的数据采用人工方法进行清洗和

整理。

２２　知识图谱构建

２２１　构建原理及方法　基于中医药学语言系

统，利用知识抽取模块产生的知识实体信息形成

知识图谱并进行有效存储和管理。随着垂直领域

数据的不断积累和对智能化需求的不断提高，垂

直领域知识库作用越来越重要。本研究中的数据

大多为非结构化数据，针对此类中文数据的自动

化知识提取方法较少，数据利用较困难，采用知

识抽取、知识融合和图数据库管理等方法进行知

识图谱构建［３］。

２２２　信息抽取　知识抽取主要是实现知识概

念、属性、关系以及知识分类等实体信息的抽取和

融合。知识抽取技术是信息抽取、信息检索、机器

翻译、问答系统等多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基于中医药学语言系统，结合中文分

词、命名实体抽取、关系抽取等自然语言处理关键

技术对中医文献进行知识实体信息抽取，为中医领

域知识图谱构建提供数据支持。

２２３　知识融合　知识抽取实现从非结构化和半

结构化数据中获取实体、属性、关系等信息，然而

这些信息中可能包含大量冗余和错误信息，数据之

间关系扁平化，缺乏层次性和逻辑性，需要对其进

行清理和整合。知识融合包括实体链接和知识合并

两部分内容，通过知识融合可以消除概念歧义、剔

除冗余和错误概念，从而确保知识质量。

２２４　知识库管理　基于中医药学语言系统，利

用知识抽取模块产生的知识实体信息形成中医药知

识图谱并进行有效存储和管理。图数据库是基于数

学中图论算法实现的可高效处理复杂关系网络的新

型数据库系统。其善于处理大量、复杂、互联、多

变的网状数据，效率大幅超越传统关系型数据库。

２２５　知识存储、查询和展示　采用 Ｎｅｏ４ｊ图数

据库。知识图谱通常是由异质节点和边组成的具有

语义关系的网络，其中节点表示各种知识实体，包

括领域基本概念、专业术语、专有名词等，知识实

体可以具有多重属性信息，边则表示知识实体间的

多种关系，由节点和连接节点的边共同组成网状知

识图谱。

２３　自动问答

２３１　概述　自动问答技术通过中医药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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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知识实体和关系发现用户提问中的知识关联，

通过一定算法进行推理进而获得用户问题答案。自

动问答系统主要由问题理解、信息检索和给出答案

３部分组成［４］。用户输入病情描述后，系统首先进

行问题理解，基于中医药学语言系统概念表示，利

用中文分词、实体命名等技术将用户提问的自然语

言转化为规范知识表示出来；然后基于中医药知识

图谱查找相关知识体系，判断用户可能患有的病症

及其概率，给出问题相关信息并通过与用户交互反

馈形成较为可信的结论，同时利用信息搜索功能搜

索具备一定相似度的病案，输出处方建议并为用户

提供辅助诊疗建议，见图１。

图１　自动问答流程

２３２　问题理解　自动问答的关键在于问题理
解，其利用分词等技术将用户输入的自然语言转化

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理解的结构化语言。过程包括

智能分词、实体识别、问题类型确定、问题关键词

提取等，对后续信息检索和返回答案具有重要影

响［５］。

２３３　答案检索　计算机将理解后的语序转化为
Ｎｅｏ４ｊ的查询语句，在知识库中进行查询。由于查
询语言中键值查询是准确匹配的，而用户输入往往

是模糊查询，主要利用计算查询词与词之间的相似

度完成答案检索工作。检索得到相关实体和属性，

通过对相关实体或属性的选择给出更多输入，进一

步增强给出答案的可靠性。

２３４　提问 －回答　为知识问答系统的主要部
分。与用户进一步交互，通过交互得到更加精确的

答案，最后给出最佳答案。一般用户可在系统给出

初步答案后对问题进行修订和补充，经过反复交互

和递进式的提问最终获得最佳答案。

２４　信息检索

采用基于 Ｅｌａｓｔｉｃｓｅａｒｃｈ的信息检索，通过搜索

引擎全文索引功能可以快速定位用户所需文章信

息，从而提高知识利用效率［６］。自动问答模块在获

取用户数据后提炼出规范知识表示并将其作为输入

调用信息检索模块，信息检索模块根据索引信息获

得相关病案和知识实体信息并根据相似度进行排序

输出。

２５　术语反馈

２５１　新词发现　在信息检索领域，为节省存储
空间和提高效率会在处理自然语言数据时过滤掉部

分字词，即停用词。传统停用词定义仅考虑一个词

在语料中出现的频率，但如果两个词出现及共同出

现的频率较高则有可能构成新词。术语反馈是通过

对知识抽取结果进行分析比对识别新术语信息，经

过专家审核确定新词在术语库中的添加。本研究中

术语识别通过关键词抽取、停用词和规则过滤、词

频统计完成术语中的新词发现。

２５２　短语提取　中医术语大多由两个或两个以
上的词组成，例如 “小便短黄” “小腹胀痛”等。

短语在语法和语义结构上较单词更完整，提取中文

短语即固定多字词表达串的识别，从陌生文本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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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现固定短语。短语提取经常用于自动推荐、新

词识别等领域。关键短语识别常采用抽取式和生成

式方法。

３　功能介绍

３１　知识图谱

３１１　人工修正　包括两部分：一是标识未识别
的实体，二是修正已识别的实体和关系。如文档中

的 “苔薄白” “经行错后” “舌边尖紫暗”等实体

未被识别，可人工将其标出并归入 “症状”类；可

人工修改已标注错误的实体类型，如 “王不留行”

被识别为 “症状”类，点击修改为正确类别。

３１２　知识图谱生成　通过对文献或医案内容进
行分析及人工修正后得到单篇文件的知识图谱。将

每篇文献产生的知识图谱进行人工标注修正后上传

至系统，作为自动问答的基础资源。系统提供每篇

文献知识图谱，标识该篇文献知识内容与结构，也

可展示整个系统所有文献的图谱，可点击每个点查

看具体信息。

３２　自动问答

自动问答系统尚未实现用户完全自由提问，而

是为用户提供可提问类型选择，如疾病、治疗方

法、方药、病案等。例如用户可输入问题 “什么疾

病有小便短黄、月经量等症状”，点击 “提交”按

钮后系统首先返回知识图谱，其中显示与 “小便短

黄、月经量少”相关的疾病和症状。同时用户根据

给出的图谱提示补充病症、病情描述以获得治疗建

议。治疗建议按可能性大小排序给出疾病名称和治

疗方案。

３３　信息检索

中医药知识问答系统后台由庞大知识库支撑，

其中蕴含大量中医药知识。系统为用户提供全文检

索功能。在关键字检索框内输入自由词即可检索包

含该自由词的所有文本，点击文本标题即可查看详

细文本信息。

４　结语

本文对基于文献采集、知识图谱构建、信息检

索和术语反馈等关键技术构建的自动问答系统进行

介绍。该系统以中医常见病 “月经病”为示范，从

电子病历、医案、医学指南、医学文献中抽取症

状、用药等知识实体构建知识图谱。系统根据用户

所提问题和辅助信息，通过知识图谱查找和智能问

答技术给出答复，包括患者可能患有的疾病、参考

病案及其概率等，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辅助。中医

药知识问答系统可进行智能搜索，通过检索为用户

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信息，用户可高效、准确、快速

地查询相关信息，帮助用户自我诊断，一定程度上

缓解医患信息不对等问题；该系统还可用于中医临

床教学，为年轻医生提供一定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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