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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构建互联网问诊用户画像探究问诊主题，提升问诊服务质量，减少医患沟通障碍，以
线上配合线下方式针对性治疗。方法／过程 利用Ｐｙｔｈｏｎ爬虫获取好大夫在线医疗平台孤独症疾病问诊数据，
运用隐含狄利克雷分布 （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ＤＡ）与词频－逆文档频率 （ｔｅｒｍ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Ｆ－ＩＤＦ）结合的模型划分数据，在降维聚类后实现用户群体分类。最后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模型计算输出不同用户群体特征集合，构建画像。结果／结论 用户问诊内容主要围绕１１个主题展开，平台
可通过主题内容的典型特征优化问诊填写模板，提高用户填写疾病描述准确性、问诊效率和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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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互联网医疗平台是指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

用户提供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的在线平台。近年来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各类电子设备普及，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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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规模不断增长［１］，互联网医疗行业日渐繁荣，

涌现出丁香医生、好大夫在线、微医等具有影响力

的互联网医疗平台。但是由于平台准入门槛较低，

部分用户并不具备准确描述病情的能力，患者病情

描述模糊在远程诊断中给医生工作带来困扰。为有

效解决该问题，本文使用主题模型对患者描述分

类，根据用户特点进行画像建模，提出平台改进策

略，增强用户描述准确性，确保医生诊疗准确性和

效率，优化患者就诊体验。

２　研究综述

２１　互联网医疗平台相关研究

互联网医疗平台发展给患者、医院带来便利。

探讨如何深入优化医疗平台体系、提升用户满意度

已成为重点［２］。在优化医疗平台体系方面，张宇

等［３］发现互联网医疗平台存在体制制约、商业模式

不成熟、用户综合素养低等问题，并提出可能的解

决方案；刘华［４］则以互联网医疗平台用户和潜在用

户为切入点，分析用户使用情况，根据不同用户特

征向平台提出不同发展策略和建议。在提升用户满

意度方面，李旭光等［５］深度剖析用户知识互动与情

感交互内容，揭示平台用户之间交互关系，进而优

化用户互动引导模式；李月琳等［６］利用平台患者问

诊交互数据，分析影响交互效率的因素，帮助优化

用户交互体验；尹相森等［７］通过研究初次使用行

为，构建患者初次使用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影响机制

模型、可视化体验指数，推动平台不断完善。

２２　医疗平台画像相关研究

“互联网＋医疗”不断发展促进了用户画像技术

在互联网医疗平台研究中的应用。画像技术在预测用

户行为和发现用户潜在需求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一

直是管理决策的有效依据［８－９］。互联网医疗平台画像

的研究意义在于满足不同用户群体信息需求，提高用

户忠诚度和留存率［１０－１１］。滕春娥等［１２］通过综合标

签、词云等方法构建模型提取患者需求，为医疗平台

画像构建提供指导；翟姗姗等［１３］依据医疗平台健康

信息推荐的不同场景，构建不同场景下的融合知识图

谱和病情画像信息推荐方案，辅助患者精准查找信

息；盛姝等［１４］构建在线健康社区的用户画像并挖掘

主题特征，解释不同角色群体用户行为差异及特

征；高靖超等［１５］构建在线医疗社区健康焦虑画像模

型探究用户情感及特征表现，为平台管理健康焦虑

用户提供指导；刘忠宝等［１６］利用微博抑郁症患者数

据构建画像为其提供合适的阅读材料，对抑郁症治

疗起推动作用；江皓［１７］通过构建医生患者的双边画

像建立医患匹配规则，尽可能避免医生选择的盲目

性和随意性，实现精准的医生推荐服务。

２３　相关研究评述

目前关于医疗平台画像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优化

平台信息推荐精度和提升用户留存率，但很少有研

究聚焦于用户问诊描述模糊带来的问题，缺少真正

意义上以患者为信息主体的研究。此外，先前多是

研究普通疾病，对于由家属替代患者就医的特殊案

例，例如孤独症则鲜少提及。因此，本文聚焦于用

户在互联网医疗平台填写问诊描述的质量，促进医

患沟通，提高医生判断准确性和效率。借鉴前述学

者研究成果，结合问诊描述特性，探索构建更全

面、个性的用户画像，更好地理解患者需求，优化

患者就诊体验，推动互联网医疗领域进一步发展。

３　平台画像研究设计：以孤独症疾病板块为例

３１　构建流程设计

研究流程，见图 １，其中涉及两个重要步骤。

一是用户分类，目前关于用户画像的研究多采用定

性分析实现用户分类，即通过用户特征的相似性划

分个体［１８－１９］。本文根据疾病描述，确定用户关注

主题内容，实现用户群体分类。采用多维标度法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ｃａｌｉｎｇ，ＭＤＳ），将原始高维数据
映射到低维空间，使数据在低维空间中更易于被观

察和理解［２０－２１］。使用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在低维

空间可视化数据聚类结构，以识别潜在群体类别。

二是群体用户特征提取。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得到

特征属性和主题内容间关系，确定最大概率群体属

性集合，作为该用户群体的典型特征［１５，２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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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互联网医疗平台画像构建流程

３２　数据获取与处理

选取好大夫在线医疗平台问诊数据为数据源。

孤独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治疗主要侧重于早期

干预，包括行为疗法、语言疗法、社交技能训练

等，以及针对特定症状的药物治疗。然而，由于孤

独症个体异质性强，早期筛查和诊治过程更为复

杂。因此用户在互联网医疗平台问诊时对疾病描述

的准确性尤为重要。通过爬虫程序抓取用户疾病描

述、特征属性等问诊数据，总计 ８３１４条 （截至

２０２３年７月２０日），清洗后保留有效数据７８０２条。
基于患者年龄分为５个类别：１（０～３岁）、２（４
～６岁）、３（９～１２岁）、４（１３～１５岁）、５（１５
岁以上），性别分为两类：１（男）、２（女）。由于
问诊用户均为患者家属，患者年龄以家属填写为准。

收集到的年龄为７～８岁的患者数据量少且为无效数
据，故不做处理。后续特征均采用上述变量表示。

３３　主题内容获取

运用隐含狄利克雷分布 （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ＬＤＡ）主题模型分析问诊数据的潜在主题数量。
针对传统ＬＤＡ模型中高频常用词与专有名词低频现
象，采取ＬＤＡ与词频－逆文档频率 （ｔｅｒｍ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Ｆ－ＩＤＦ）相结合的方
式改善词袋模型的词频问题［２４］；在分词过程中剔除

“今天” “呢” “吗”等无意义词汇，将 “利培酮”

“肠道菌群”“粪便移植”等词添入字典提升分词准

确性。通过Ｐｙｔｈｏｎ中ＳＫ－ｌｅａｒｎ库构建模型，通常模

型分类最优主题数根据困惑度大小决定，但容易受噪

声词汇干扰［２５］，因此采用主题一致性衡量主题数，

考虑主题中词汇之间相关性，使主题质量评估更符合

公众对主题的理解［２６］。将数据导入模型，运行得出

结果，见图２，当主题数为１１时，一致性分数最大，
因此设定主题数为１１，得出每个主题的主要内容和
每条数据对应的主题概率，见表１。

图２　主题一致性曲线

表１　主题对应内容

主题 对应内容　　
主题１ 医学检查结果问题

主题２ 疾病影响问题

主题３ 中度孤独症问题

主题４ 家庭影响问题

主题５ 预后问题

主题６ 粪菌移植影响问题

主题７ 菌群失调及倾向问题

主题８ 儿童情绪问题

主题９ 日常生活状态问题

　主题１０ 生活叛逆问题

　主题１１ 异常举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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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用户群体分类

根据主题提取结果，获取每条数据在 １１种主
题中的概率，以１１维概率向量表示。计算概率向
量之间的距离，得到用户间相似度。计算向量相似

度常用方法包括余弦相似度、欧氏距离、曼哈顿距

离等。本文采用余弦相似度，通过计算两个向量之

间的夹角余弦值度量其相似性［２７］：

ｃｏｓ（Ａ，Ｂ） ＝ Ａ·Ｂ
｜｜Ａ｜｜２｜｜Ｂ｜｜２

（１）

依据主题间相似度降维，继而运用降维数据实

施Ｋ－ｍｅａｎｓ聚类，使用手肘法和碎石图选定最优
聚类数。当 Ｋ＞５时，ＳＳＥ的下降幅度放缓，整图
在此形成 “手肘”状，见图３，因此确定 Ｋ＝５时
为最优聚类效果。经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后得出问诊数
据分组，将结果进行可视化展示，见图４。随后利
用均值法计算每个簇的中心点和对应用户［２８－２９］，

将簇的中心用户确定为该类代表性用户，最终得出

代表性用户和对应主题概率，见表２。

图３　误差平方和曲线

图４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结果

表２　簇团及中心点用户对应主题概率

主题
簇团１ 簇团２ 簇团３ 簇团４ 簇团５

用户１６７７ 用户７６０８ 用户４４６ 用户２３６５ 用户１８００

主题１ ００３９３５４５７ ０５４６４６１１２ ００２９１３８０１ ００３９２８７２２ ０２９２０２５３７

主题２ ００３９３５４１４ ０４６６３６７５６ ００２９１３２１８ ００３９２７３６０ ００１８８８５８２

主题３ ００３９３５４１４ ００２８２４１７２ ００２９１３２１８ ００３９２７４２７ ０２５１９３０７０

主题４ ００３９３５４１４ ００２８２３９４９ ００２９１３２１８ ００３９２７３６０ ００１８８８５８２

主题５ ００３９３５４２４ ００２８２３９４４ ００２９１３２１８ ００３９３０４８８ ００１８８８６４８

主题６ ００３９３５４３１ ０１９９３７９８１ ００２９１３２１８ ００３９２７３６０ ００１８８８６３７

主题７ ００３９３５４２７ ００２８２３９４３ ００２９１３２１８ ０６０７２０５３６ ００１８８８６０２

主题８ ００３９３５４６５ ００２８２３９４３ ０２７１４３１８３ ００３９２７３９０ ００１８８８６５９

主题９ ０６０６４５７２２ ００２８２４０５４ ００２９１３７３５ ００３９２８５２６ ０３０４９５４６７

　主题１０ ００３９３５４１９ ００２８２３９４４ ００２９１３２１８ ００３９２７４１３ ００１８８８５７３

　主题１１ ００３９３５４１４ ００２８２４０１５ ００２９１３２１８ ００３９２７４１７ ００１８８８６４３

３５　画像特征提取

确定用户群体后，提取群体特征属性。之所以

选取性别与年龄作为关键属性，是因为研究［３０］发现

孤独症是大脑发育异常的结果，儿童大脑发育更容

易受影响，且症状会伴随年龄增长而改变；此外有

研究［３１］表明孤独症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男孩

患孤独症概率大约是女孩的４倍，孤独症与年龄、

性别有潜在联系。对群体属性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将数据总量的８０％共６２４１条作为训练集，

其余２０％共１５６１条作为测试集，经模型训练预测

得出最大概率群体属性集合，见表３。依据社会认

同理论［３２－３３］，这种组合最能反映用户群体关键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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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簇团群体对应属性

簇团 年龄 性别 最大概率

簇团１ ２ １ ０３９３０７６９３３

簇团２ ４ １ ０３９４２９８７６８

簇团３ １ １ ０３９４０１２３３２

簇团４ １ ２ ０３９２００６７６２

簇团５ ２ １ ０３９３９３６８１３

４　用户画像表示与生成

将得到的用户特征属性与主题结合，构建用户

画像。由于簇团１和簇团５的属性特征及主题内容
相同，划分为一类；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中 ＷｏｒｄＣｌｏｕｄ库对
画像内容可视化展示［３４］，生成画像及分类结果，见

表４。

表４　用户画像特征及分类结果

特征类型

画像１ 画像２ 画像３ 画像４

年龄　　 ４～６岁 １３～１５岁 ０～３岁 ０～３岁

性别　　 男 男 男 女

咨询问题 日常生活状态问题 检查结果问题 疾病影响问题 菌群失调及倾向问题

　　在画像１中，患者多为男性幼童，约３～６岁，
多面临日常生活中的异常问题，如学习 （读书、写

字、古诗）和日常交流 （社交、表示等）等。这些

问题通常是由父母察觉到孩子异常行为，进而引发

家长认为儿童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疑虑。针对此

类用户，优化后的病情描述有助于医生重点关注并

分析患者的生活和家族遗传问题，以排查异常行为

潜在诱因。画像 ２的群体基本上已进行过初次诊

断，确认存在自闭倾向或确诊孤独症，复诊主要目

的是请医生解读检测报告结果或了解康复进展情

况。对于这类群体，医疗平台可增加就诊次数选

项，精确定位该类患者，提升医生效率和诊疗准确

性。画像３的群体主要由０～３岁的男性婴儿组成，

这些婴儿在早期可能遇到百日咳、脊髓灰质炎等疾

病或早产、基因突变等异常状况，家属通常咨询这

些因素是否与语言认知障碍有关。对于这类群体，

画像可以帮助医生初步评估，有针对性地了解患者

成长某时间段的具体情况，从而对患者是否患有孤

独症给出准确诊断。画像４的群体，患者多为０～３

岁的女性婴儿，这些患者年龄小，部分存在菌群失

调等异常生理问题，也有部分因受到环境因素影响

而怀疑产生恐惧症或孤独症；针对此类患者，医生

可以针对恐惧症和孤独症特征不同之处对患者情况

研讨会诊，从而获得更精准的诊断结论。

５　结语

本文以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孤独症疾病问诊数据

为例，利用爬虫技术获取孤独症疾病领域用户数

据，经过多个步骤处理最终生成用户画像。这些研

究结果有利于平台全面理解患者需求与特征，据此

改进疾病描述模板，提高用户填写质量，减少医患

之间沟通效率低的情况，更好地满足患者需求，提

升服务品质。本研究的局限性是受制于数据存储和

处理能力，仅选取单个平台，未考虑多个平台数据

多源融合情况，未来研究可补充更多数据源，拓宽

分析范围；此外考虑到用户隐私，本研究仅收集性

别、年龄两项属性参数，未使用其他更具代表的属

性，后续研究应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更多信息，加强

用户分析深度。本研究探索了孤独症疾病领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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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新方法，推动医疗平台优化，为医疗实践和患

者服务提供有力支持。

作者贡献：吕艳华负责提出研究思路与方法，修改

论文；王康龙负责撰写论文，处理数据，修改论

文；钟小云负责处理数据，修改论文；陈俊冶负责

格式校对，修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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