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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讨医护科研人员用户画像构建方法和科研能力提升策略。方法／过程 根据用户画像
理论提出医护科研人员用户画像的构建模型；使用Ｐｙｔｈｏｎ语言、ＥＴＬ和Ｅｃｈａｒｔｓ工具对构建用户画像所需的
多源异构数据进行采集、预处理、存储和挖掘，提取标签进行用户画像可视化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结论
医护科研人员可分为具备科研潜质的护理人员、科研新手、科研提升型群体和科研领域资深专家，根据不

同类型特征提出医护科研人员科研能力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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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１］对医疗保健体
系的现代化、信息化和智慧化提出明确目标，强调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健康领域的深

度融合与应用，数据驱动的决策和创新越来越受到

重视。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对

医护科研人员提出更高要求。促进其科研能力、临

床能力提升显得尤为迫切。本研究从多源数据融合

视角出发，以医护科研人员相关数据为切入点，汇

聚与融合异构数据中的共同特征，绘制用户画像，

精细化揭示医护科研群体的科研特征和科研行为，

探索科研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以期为应对新环境

的医疗需求提供新思路和解决方案。

２　研究现状

２１　国内

国内医学院校图书馆［２］、医院图书馆［３］或医院

科教科［４］是研究医护科研人员信息行为的主体，研

究方法主要包括问卷调研和专家访谈，研究对象为

医生、护士、青年医生［５－６］、各地区医护人员［７－９］

等。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医护群体的科研现状、科研

困境和科研需求等，从政策、经费、科研环境、科

研辅导和文献资源保障角度提出改善医护群体科研

能力的对策。既往对医生群体用户画像的研

究［１０－１２］目的在于构建医生医疗技术擅长领域画像

并向患者推荐，对其自身科研兴趣、需求以及医护

科研能力提升关注较少。

２２　国外

国外关于医护科研人员知识服务相关研究主要

集中于用户对资源的访问及获取、各类信息行为等

方面，例如在资源获取方面，ＡｌｖｉｎｇＢＥ［１３］通过文
献综述得知医护科研人员最关注的是专业数据库全

文获取的便捷性；在需求发现方面，ＭｅｄｉｎａＭＬ
等［１４］提出关注医生科研需求的同时也应关注护理人

员的科研需求；在查询行为方面，ＴｏｕｃｈｅｔｔｅＪＣ［１５］

通过对研究对象资源类型偏好、信息搜寻行为方式

调查，提出医学图书馆可以为医护科研人员提供学

术支持。

２３　存在不足

医护科研人员知识服务研究多采用问卷调研和

专家访谈的方法，存在样本数量较少，研究范围较

窄等不足，难以全面深入地探讨医护科研人员知识

服务的各个方面。为了弥补以上不足，本研究以医

护科研人员科研现状数据为基础，通过对相关数据

的采集、预处理、挖掘和可视化等呈现其科研行为

和需求。

３　基于多源动态数据的医护科研人员用户
画像模型构建

　　多源数据由不同用户生成，以多种格式描述同
一主题［１６］。医护科研人员多源数据全面记录其人口

统计、科研属性、成果、合作和行为等信息。根据

用户画像构建原则，提出包括数据准备、处理、可

视化以及应用服务的医护科研人员用户画像构建流

程，见图１。

图１　医护科研人员用户画像构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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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数据准备阶段

３１１　数据采集　在遵守数据爬取相关法律法规
和保护用户隐私的前提下，采用Ｐｙｔｈｏｎ语言编写爬

虫程序采集网站中与医护科研人员相关的多源数

据，通过文献检索与数据库导出采集科研人员的科

研成果及科研行为数据，见表１。

表１　医护科研人员用户数据库

数据库种类 数据来源 主要内容 数据形式 采集方式

医护科研人

员基本属性

医院官网、百度百科、个人主页、

好大夫在线、名医汇、微医等包含

医生人口统计信息的在线健康社区

姓名、性别、年龄、地域、学历、

专业、工作单位、职位、职务、

工作经历、头衔

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文

本型数据、结构化的日期

型数据

爬虫爬取、人工

采集

科研成果、

科研行为

基金网站、ＰｕｂＭｅｄ、Ｗｅｂｏｆ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ｉｎｏＭｅｄ、中国知网、万方数

据、维普资讯

科研基金、学术论文、学术专著、

专利成果、导师信息、学术交流

信息、合作关系、引证关系

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文本

型数据

爬虫爬取、人工

采集、数据库导

出

３１２　数据预处理和存储　为处理数据类型不
一、噪音、缺失和冗余等问题，利用抽取、转换和

加载 （ｅｘ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ｌｏａｄ，ＥＴＬ）工具进行数
据清洗、集成、转换和归约。应用 Ｋｅｔｔｌｅ工具规整
多源异构数据，并以适当格式进行存储。

３２　数据处理阶段

３２１　数据挖掘　利用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通过余
弦相似度计算属性相似度，隐含狄利克雷分布 （ｌａ
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ＬＤＡ）模型推断主题，以及
命名实体识别技术提取特定实体。

３２２　医护科研人员研究领域识别　运用词频 －
逆向文件频率 （ｔｅｒｍ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ｖｅｒｓ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Ｆ－ＩＤＦ）提取文献摘要特征，应用 Ｋ
－ｍｅａｎｓ聚类，构建作者－关键词／摘要－标签三维
模型。关键词缺失时，通过文本挖掘算法对摘要进

行特征提取以获得所需信息。

３２３　医护科研人员科研能力识别　评估医护科
研人员的研究能力时，关键指标包括基金课题、学术

论文、专著出版和专利申请情况。识别体现研究水平

的数据进行分析，如论文发表量、核心期刊发文情

况、影响因子、被引次数、基金级别与数量、专著和

专利数量。评价研究水平时，筛选出至少发表一篇

论文的研究人员，基于其发表论文的平均数设定４
个研究水平区间：起步、一般、较高和顶尖学术水

平。其他指标也用相似方法进行分析和分类。

３２４　标签体系构建　根据医护科研人员信息库
中所采集的数据及类型，将医护科研人员用户画像

标签体系分为４个维度，见图２。

图２　医护科研人员用户画像标签体系

定义一个四元组作为医护科研人员的向量空间表

示：Ｕｓｅｒ＝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
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１）基本属性和科研属性标签
提取。提出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Ｎａｍｅ，Ｓｅｘ，Ｂｉｒｔｈ，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表示用户的基本属性模型，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ｐｅｒ
ｔｉｅｓ＝｛Ｄｅｇｒｅ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Ｔｉｔｌ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ｉｔｌｅ｝表示用户科研属性模型。用户
基本属性和科研属性是用户的静态属性。（２）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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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标签提取。科研成果标签向量模型为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ｂｏｏｋ，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Ｆ，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Ｆｕｎｄ｝。用户科研成果是用户的动态属性，
其中用户科研成果标签主要呈现医护科研人员的科研

水平。（３）研究主题标签提取。研究主题标签向量
模型为Ｓｔａｔｕｓ＝｛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医护科
研人员论文成果中的关键词是对文章内容的高度凝练

和概括，可以使用关键词作为研究主题的主要表征。

４　应用研究

４１　数据采集

为了验证医护科研人员用户画像模型的可行性，

通过现有数据构建江苏地区肿瘤学科、肝胆外科、心

血管内科的医护科研人员画像。人口基本属性和科研

属性通过医院官网、百度百科和好大夫在线等获得。

共采集７９６名医护科研人员数据，包括肿瘤学科２６５
人、肝胆外科２９１人、心血管内科２４０人。科研成果
和研究主题数据通过中国知网、ＰｕｂＭｅｄ和 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数据库获取，文献类型选择期刊文
献。申请基金情况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网、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库以及发表学术论文所标注的基

金资助情况获取，最终采集期刊论文信息３９８１２条
（中文２３８９１条，外文１５９２１条）；基金项目１５７个，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１５３个，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４个。

４２　数据处理

不同数据来源导致所采集数据类型各异，使用基

于ＥＴＬ技术的Ｋｅｔｔｌｅ工具将多源异构数据进行转换，

实现数据的重组和同构。针对数据缺失问题，通过百

度百科、咨询本人或其他渠道补全信息；删除冗余数

据，保证数据的唯一性和准确性；通过人名消歧等方

法处理同名异义问题 ［１７］。使用命名实体识别方法对

医护科研人员基本简介文本形式数据进行转换。将预

处理后数据存入对应数据仓储中。例如，某心血管内

科医生向量空间显示如下：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Ｎａｍｅ：“张明”，Ｓｅｘ：“男”，
Ｂｉｒｔｈ：“１９８０－０１”，Ｒｅｇｉｏｎａｌ：“南京地区”｝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Ｄｅｇｒｅｅ：“博士”，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Ｔｉｔｌｅ：“副教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ＸＸ医院”，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心血管内科”，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医生”，Ｔｉｔｌｅ：
“科主任”｝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Ｂｏｏｋ：１，Ｈｉｇｈ－ｑｕａｌ
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５，ＩＦ：３５，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１００，Ｆｕｎｄ：３｝

Ｓｔａｔｕｓ：｛Ｆｉｅｌｄ：“心血管内科”，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心肌梗
死”，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ｕｂＭｅｄ”｝

４３　医护科研人员特征分析及标签提取

医护科研人员的基本属性、科研属性和科研成果

标签可直接采用数据仓储中所采集的数据。研究主题

标签可通过科研成果中的关键词字段表示，部分关键

词标注不全或者数据缺失的文献，可采用ＬＤＡ主题
模型进行文本挖掘，找出合适的关键词进行标签赋

值。每个主题下词语的概率分布 （仅列出部分有代

表性的词语），见表２。根据概率分布推断：主题 Ａ
可能与 “肿瘤免疫疗法”有关，主题Ｂ可能与 “心

脏病再灌注”有关，主题Ｃ可能与 “肝癌”或 “胆

囊肝胆外科”有关。查看每个文档的主题分布，将

具有最高概率的主题分配给该文档。

表２　部分词语ＬＤＡ主题文本挖掘

主题 肿瘤 免疫疗法 心脏病 再灌注 肝癌 分子标记物 胆囊 肝胆外科

主题Ａ ０７０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主题Ｂ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６０ 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主题Ｃ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６０ ０２０ ０１０ ０２０

　　统计医护科研人员论文成果时，需将中英文关键
词统一语种且人工修正之后再进行统计，将出现频次

较多的关键词作为科研人员研究领域标签，并利用

ＳＰＳＳ进行聚类分析和相似度计算。Ｋ－ｍｅａｎｓ聚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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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４作为最佳聚类数。随着迭代次数增加，聚类中心
不断变化并逐渐收敛，直到获得最终聚类中心和不同

聚类包含的个案数，聚类１为１５２人，聚类２为３２５
人，聚类３为２２３人，聚类４为９６人。

４４　医护科研人员用户画像可视化

采用可视化工具 Ｅｃｈａｒｔｓ，导入所得标签，根据
权重设置标签大小。根据用户画像提示，可分为具备

科研潜质的护理人员用户画像、科研新手用户画像、

科研提升型群体用户画像和科研领域资深专家用户画

像，见图３－６。

图３　具备科研潜质的护理人员用户画像

图４　科研新手用户画像

图５　科研提升型群体用户画像

图６　科研领域资深专家用户画像

５　医护科研人员特征及科研能力提升策略

５１　具备科研潜质的护理人员

该群体包括护士和初级护师，具备临床经验但缺

少科研实践。大多未发表科研论文，对科研稍有兴趣

并扮演辅助角色。其希望提高科研能力，有意愿参与

更多科研项目，但受临床工作压力和科研资源有限等

因素影响。可通过以下对策提升该群体的科研能力。

一是定制科研培训计划，医院和学术机构共同开发培

训方案，强化研究方法论及跨学科数据技能培训。二

是建立跨学科合作平台，促进专家与医护科研人员之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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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知识交流，激发创新并指导医护人员熟练掌握从

设计临床试验到科研成果转化的完整科研流程。三是

科研资源优化与扶持，医疗和政府机构应关注科研

资源合理分配，确保研究资金、时间和设施共享，

并通过配备专业导师和举办研讨会增强科研成果转

化指导。

５２　科研新手

该群体包含初涉科研的住院医生及医护人员，

有参与科研项目的经验且已发表论文，但缺乏领域

权威。其需要接受进一步的研究方法、实验设计、

数据分析及写作技能培训，并渴望与资深研究者合

作。其面临的问题包括研究方向不明确、缺乏高质

量研究指导及资源限制。为增强特定医疗人员科研

能力，可实施以下策略。一是实施定制化培训，为

有潜力的医护人员和科研新手提供包括数据分析、

疾病预防知识在内的跨学科研究培训。培训注重研

究规划、数据处理、临床实践等实际操作，并通过

导师指导和实验室资源共享帮助其积累科研经验。

二是鼓励参与创新项目，支持新入科研者参与创新

性研究，尤其是与公共健康相关的项目。为其提供

从研究设计到资金申请的全方位指导，鼓励其与资

深研究人员或跨学科团队合作，以快速提升科研实

力。三是构建知识共享平台，建立以老龄化研究为

中心的知识共享和协作网络平台，通过研讨会、工

作坊和在线讲座等形式帮助科研人员提升技能、拓

宽视野。

５３　科研提升型群体

该群体为拥有博士学位的资深医学研究者，已

发表权威论文及主持科研项目，渴望更深层次研究

与跨学科合作以增强影响力。面对高质量数据需

求、激烈竞争及资金挑战，其追求持续创新并保持

前瞻性。针对该群体可实施以下策略。一是推进跨

学科研究，针对精准医疗等关键议题，鼓励其启动

或参与跨学科项目，并为其提供必要资源，如资金

和先进研究工具。二是强化国际合作，通过研讨会

和学者交流项目等方式实现全球交流与合作，提高

医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三是提升实用性与政策影

响，引导其研究侧重实用性，确保成果转化为医疗

政策或实践指南，并通过建立与决策者的联系，推

动研究在政策层面的应用。

５４　科研领域资深专家

该群体主要是资深医学教授和科研专家。其在

专业领域内已获得广泛的研究成果，包括高引用学

术论文等。此类专家致力于引领学术前沿，培养新

一代研究人员，并对政策和公共卫生决策产生影

响。面临的挑战包括时间管理、维持研究团队的资

金与士气，以及高期望下的持续产出压力。针对该

群体提升科研能力的策略一是促进终身学习，定期

组织高级研讨会和讲习班，确保其掌握最新科研动

态和技术。二是加强合作，由资深专家引导年轻科

研人员形成跨学科团队，促进知识传承与创新。三

是优化管理，通过时间管理工作坊、有效会议技巧

等培训，提升其时间和资源管理能力。提供项目管

理和资金筹集支持，减少行政负担，使专家能够专

注于研究工作。

６　结语

本研究根据用户画像理论提出医护科研人员用

户画像构建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将不同类型医

护科研人员进行分类和描述。在理论上为医护科研

人员用户画像构建提供一种多源数据融合和处理方

法，强调跨学科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工具应用，为医

学领域用户画像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方法。在实践上

为医疗和政府机构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分析工具，有

助于更好地理解医护科研人员的特征和需求。本研

究尚存在一定局限性：数据完整性和准确性受到数

据源限制，可能存在一定噪音和缺失；用户画像建

立和标签提取过程依赖于算法和模型，可能存在一

定主观性和误差。后续将开展更多实证研究，验证

提出模型和策略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作者贡献：杨晓雯负责论文撰写；季汉珍负责研究

设计与论文修订。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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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２０３０年 “健康中国”什么样？———详解未来中国健康

指数 ［Ｊ］．中医健康养生，２０１６（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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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河南中医，２０１７，３７（２）：２５９－２６２．
１２　张新平部分发达国家卫生制度和健康指数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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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楚洁，田雪莹，姜莹莹，等山东省心血管疾病防控现

状评价：基于中国心血管健康指数研究 ［Ｊ］．中国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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