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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公众对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 ＡＰＰ的需求，详细阐述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
答ＡＰＰ设计方案和具体功能实现，指出其有助于为公众提供权威、可靠、便捷的中医养生保健知识服务，
提升公众养生保健能力。

〔关键词〕　知识图谱；中医养生；智能问答；应用程序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２２０７００９

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ｆｏ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ｅｓｅｒ

ｖ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Ｇｒａｐｈ　ＬＩＬｉｎｊｕ，ＬＩＹａｃｈｕｎ，ＸＵＨｏｎｇｎｉｎｇ，ＷＥＩＣｈａｎｇｆａ，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Ｈｕｎａｎ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２０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ｆｏ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ＣＭ）

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ＡＰＰｆｏｒ

ＴＣＭ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ｇｒａｐｈ，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ｈｅｌｐｆｕｌ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ａｎｄｃｏｎ

ｖｅｎｉｅｎｔＴＣＭ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ｇｒａｐｈ；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ＣＭ）；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ＡＰＰ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１－１０－０９

〔作者简介〕　李琳菊，本科生；通信作者：韦昌法，博士，教授，发表论文２０余篇，主编、参编教材６部。

〔基金项目〕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系统构建研究与实现”（项目

编号：Ｓ２０２０１０５４１０５３）；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基于动态不确定因果图的中医智能辅助辨证知识表

示与推理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２０ＪＪ４４６１）；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 “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医智能辅助辨证

知识表示与推理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Ｂ４３１）。

１　引言

中医养生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通过中医疗法颐

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目

标的医事活动［１］。知识图谱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项

重要技术，具有知识语义化、易关联、易扩充和可视

化等优点，逐渐成为推动智慧医疗的关键技术之

一［２］。知识图谱有助于中医药知识的表达、关联、整

合、共享和应用，进而实现智能化、个性化的中医药

知识服务，在中医药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３－４］。

公众具有了解、学习中医养生知识的需求，但缺少快

捷获取权威可靠养生知识的渠道［５－６］。因此开发基于

知识图谱的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ＡＰＰ有助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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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可靠、便捷的中医养生知识服务。

２　公众对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ＡＰＰ的需求

２１　政策推动

２０２１年６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广电总局共同

制定并印发 《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年）》，该方案的主要目标之一是 “中医药

文化更广泛融入群众生产生活，中医药养生保健知

识和方法更便捷服务群众健康需要”，重点任务之

一是 “通过中医养生保健体验设备，帮助群众更加

经常接触到规范的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７］。

２２　现有服务无法满足公众养生知识需求

中医养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

积淀。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

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对健康长寿和高质量生活的

追求日益提升，对中医养生知识服务的需求进一步

增强。目前介绍中医养生保健知识的书籍和报刊数

量较多但是质量良莠不齐。大众通过上网搜索、阅

读微信公众号文章等方式获得中医养生保健知识，

但是无法确认知识可信度。现有养生应用程序无法

精准、高效、便捷地满足用户的养生知识需求。因

此日益增长的养生知识需求同落后的养生知识服务

之间存在矛盾，严重影响公众利用中医养生知识开

展自我防病、养生保健的积极性和成效。

２３　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ＡＰＰ

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ＡＰＰ是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服务群众健康需要的中医养生保健体验设备。

开发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 ＡＰＰ，
从权威渠道采集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进而提供便捷的

养生知识服务，对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养生保健能

力、守护百姓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３　系统设计

３１　系统架构

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系统以

Ｗｅｂ系统和 ＡＰＰ系统两种外在形式呈现给用户。
Ｗｅｂ系统通过电脑网页端向用户提供中医养生知识
智能问答服务，而ＡＰＰ系统则通过手机端向用户提
供服务，两种方式相互补充，便捷地为用户提供服

务，见图１。

图１　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医养生

知识智能问答系统架构

３２　系统实现

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 ＡＰＰ系

统是在Ｗｅｂ系统基础上实现的。基于权威可靠的中

医养生知识来源构建中医养生知识图谱，为Ｗｅｂ系

统的图谱可视化模块和智能问答模块提供数据支

持，Ｗｅｂ系统对外提供数据访问接口，ＡＰＰ系统则

通过访问Ｗｅｂ系统提供的数据接口实现相关功能。

３３　核心模块

３３１　中医养生知识图谱构建模块　通过人机结

合梳理书籍知识和智能采集网页知识两种方式获取

中医养生知识，进而构建知识图谱。中医养生知识

来源较多，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来源是以全国中医药

行业高等教育 “十三五”规划教材 《中医养生

学》［１］为代表的中医养生权威书籍，以及以名老中

医学术经验国家服务平台中的养生保健精品资源

库［８］为代表的中医养生权威网站。人机结合梳理书

籍知识是指通过计算机程序对中医养生权威书籍中

的知识进行梳理并辅以人工核验，通过这种方式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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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养生知识可以直接进行结构化处理；而智能采

集网页知识是指通过计算机程序智能采集中医养生

权威网站上的养生知识，获取养生知识的速度更

快，但是在对获取到的知识进行结构化处理之前需

进行筛选。智能采集网页知识主要是使用 ｌｘｍｌ和
Ｘｐａｔｈ的语法来解析并获取网页数据。ｌｘｍｌ是 Ｐｙ
ｔｈｏｎ第３方库，能够对 ｈｔｍｌ元素进行精准定位取
值，通常用于解析并提取网页数据。ＸＰａｔｈ是一种
在ｈｔｍｌ／ｘｍｌ文档中查找信息的语言，可以遍历 ｈｔｍｌ
或ｘｍｌ的元素和属性。智能采集网页知识业务的实
现逻辑是通过 Ｐｙｔｈｏｎ第３方库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来得到网页
信息，使用ｌｘｍｌ定位工具将网页解析成 ｈｔｍｌ数据，
接着使用 ＸＰａｔｈ从 ｈｔｍｌ数据中将所需数据提取出
来。数据经过清洗后，整理成特定格式的知识条

目，保存在逗号分隔值 （Ｃｏｍｍ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ＣＳＶ）格式文档中。
３３２　中医养生知识图谱可视化模块　根据用户
需求进行养生知识检索并予以可视化展示，用户输

入需要检索的中医养生关键词，ＡＰＰ系统将用户输
入的关键词发送给Ｗｅｂ系统，Ｗｅｂ系统接收后在知
识图谱中进行精确检索，再将检索结果通过数据接

口传递给ＡＰＰ系统，最终由ＡＰＰ系统将结果直观地
展示给用户。

３３３　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模块　根据用户以
语音或文字方式输入的问题进行理解分析、抽取关

键词，将关键词发送给Ｗｅｂ系统，Ｗｅｂ系统在知识
图谱中进行模板匹配、搜索答案，将答案通过数据

接口传递给ＡＰＰ系统，ＡＰＰ系统最终将答案以语音
或文字的方式返回给用户，见图２。智能问答流程
主要包括以下步骤：（１）用户通过语音或文字输入
要询问的问题。（２）系统后台接收用户问句，对问
句采用完全匹配的方式抽取关键词。（３）判断第２
步是否成功抽取到关键词，是则进入第５步，否则
进入第４步。 （４）利用 ｊｉｅｂａ分词工具对问句进行
分词，采用模糊匹配的方式通过相似度计算抽取关

键词，然后进入第５步。（５）判断前期抽取到的关
键词是否唯一，是则进入第７步，否则进入第６步。
（６）前期抽取到的关键词有多个，存在关键词重复
的可能，需进行关键词去重处理，然后进入第 ７

步。（７）从用户问句中获取方向词和疑问词。（８）
对方向词进行匹配，获取方向词查询语句。（９）在
中医养生知识图谱中进行查询，获取与方向词相关

的节点和关系数据。 （１０）结合关键词和疑问词对
上一步获取到的数据进行字符串拼接，形成问题答

案并返回给用户。

图２　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模块业务流程

４　系统功能实现

４１　开发语言及工具

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 ＡＰＰ采

用的开发语言是 Ｊａｖａ、Ｐｙｔｈｏｎ和 Ｈｔｍｌ，开发工具是

Ａｎｄｒｏｉｄｓｔｕｄｉｏ和Ｐｙｃｈａｒｍ。

４２　中医养生知识图谱构建模块

该ＡＰＰ所使用的养生知识来源于中医养生权威

书籍和网站，通过人机结合梳理书籍知识和智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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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网页知识这两种方式获取到中医养生知识后，需

要对其进行结构化处理，抽取中医养生知识关键词

（如水浴、温泉浴等），构成中医养生知识节点表，

见图３。再将各中医养生知识关键词通过某种关系
（如概念、分类、作用等）联系起来，构成中医养

生知识关系，见表１。例如 “水浴”和 “温泉浴”

这两个中医养生知识关键词通过关系词 “分类”联

系起来，表达的含义是 “温泉浴”是 “水浴”的一

种类型；“水浴”分别和 “化学效应”“机械作用”

“温度刺激”“清洁皮肤”这４个中医养生知识关键
词通过关系词 “作用”联系起来，表达的含义是

“水浴”的作用包括了 “化学效应” “机械作用”

“温度刺激”和 “清洁皮肤”。将整理好的中医养生

知识节点表和关系表存储在ＣＳＶ文件中，最后通过
Ｃｙｐｈｅｒ语言批量导入到 Ｎｅｏ４ｊ数据库中，构建并存
储中医养生知识的知识图谱。开发者可以在 Ｎｅｏ４ｊ
数据库平台中对知识图谱进行查看和管理；而普通

用户可以通过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ＡＰＰ的图谱可
视化功能对知识图谱进行检索和查看。

图３　中医养生知识节点表示例

表１　中医养生知识关系表示例

中医养生知识关键词 关系词 中医养生知识关键词

水浴 概念 以水为介质，利用水温、浮力、

压力、冲击力和所含的特殊化学

成分等对人体产生作用的沐浴方

法

水浴 分类 温泉浴

水浴 分类 蒸气浴

水浴 分类 冷水浴

水浴 分类 热水浴

水浴 作用 化学效应

水浴 作用 机械作用

水浴 作用 温度刺激

水浴 作用 清洁皮肤

水浴 注意 水浴后应避风寒，注意保暖

水浴 注意 空腹、饱腹、醉酒后和过度疲劳

时不宜进行

４３　中医养生知识图谱可视化模块

中医养生知识图谱可视化模块根据用户输入的检

索词在养生知识图谱中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予以可

视化展示。例如当用户想了解 “水浴”相关知识时，

可以在 ＡＰＰ系统查询页面搜索栏中输入 “水浴”，

ＡＰＰ系统将该检索词发送给Ｗｅｂ系统，Ｗｅｂ系统在

中医养生知识图谱中进行检索，将检索结果封装渲

染成接口，ＡＰＰ系统利用 Ｗｅｂｖｉｅｗ访问该接口并将

结果展示给用户。系统将中医养生知识以图谱和表

格形式展示给用户，有助于用户理解和记忆。

４４　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模块

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模块对用户以语音或文

字方式输入的问题进行自动分析并返回答案。智能

问答实例的内部流程如下：（１）用户通过文字输入

要询问的问题，即 “我最近经常失眠，听说菊花枕

可以治疗失眠，但是我不知道做一个菊花枕需要哪

些原材料”。（２）系统后台接收用户问句，对问句

采用完全匹配的方式抽取关键词，关键词有 “菊

花”“菊花枕”。 （３）判断第２步成功抽取了关键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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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进入第４步。（４）判断前期抽取到的关键词不
唯一，进入第５步。（５）前期抽取到的关键词有多
个，存在关键词重复的可能，需进行关键词去重处

理，然后进入第６步。（６）从用户问句中获取方向
词和疑问词，方向词为 “原材料”，疑问词为 “哪

些”。（７）对方向词 “原材料”进行匹配，获取方

向词查询语句。（８）在中医养生知识图谱中进行查
询，获取与方向词 “原材料”相关的节点和关系数

据。（９）结合关键词 “菊花枕”和疑问词 “哪些”

对上一步获取到的数据进行字符串拼接，形成问题

答案并返回给用户。

５　结语

本文分析公众对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 ＡＰＰ的
需求，介绍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 ＡＰＰ设计方案和
实现过程，展示中医养生知识图谱构建、中医养生

知识图谱可视化、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模块实现

效果。目前基于知识图谱的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

ＡＰＰ已获得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书。构建中医养生知识智能问答 ＡＰＰ，从权威渠道
采集可靠的中医养生保健知识，为公众提供可信、

可靠、便捷的中医养生保健知识服务，既积极响应

国家相关政策又切实服务于大众健康需求，对提升

公众养生保健能力、守护公众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和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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