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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通过挖掘睡眠障碍疾病描述文本，深入了解睡眠障碍线上问诊的现状与睡眠障碍用户
的在线问诊信息主题特征。方法／过程 以 “好大夫在线”平台为数据源，利用网络爬虫获取睡眠障碍相关

医患信息，使用隐含狄利克雷分布模型识别患者疾病描述的主题。结果／结论 睡眠障碍涉及科室较分散、治
疗方式以药物为主，线上问诊能改善８３２％患者病情。用户疾病描述主题包括用药情况与咨询、外界环境、
症状描述、代问与病因。建议平台与医生关注患者用药预后情况、心理健康状况，注重共病科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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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患者通过在线医疗平台看

病就医。睡眠障碍是常见疾病，影响身心健康。

睡眠障碍是睡眠的时间和质量异常、睡眠中出现

异常行为或睡眠和觉醒节律性交替出现紊乱的表

现［１］。目前，我国有３亿多人面临睡眠障碍及相

关问题［２］。研究［３－４］表明睡眠障碍与多种疾病相

关，例如睡眠障碍可引起糖代谢异常以及加剧认

知功能受损。调查［５］显示在线医疗健康服务用户

非常关注失眠和精神压力，其关注度排第 ４位和

第５位。在线医疗平台是聚集患者疾病数据的健

康信息服务平台，部分问诊记录公开，不仅给予

其他用户就诊经验参考，同时也为睡眠障碍相关

研究提供大量数据。然而睡眠障碍患者的疾病描

述属于大段非结构化文本，从中难以快速提取用

户个体疾病特征。本研究以在线健康社区的医患

信息作为数据源，分析线上睡眠障碍健康服务现

状。基于在线问诊睡眠障碍患者的疾病描述，运

用隐含狄利克雷分布 （ｌａｔｅｎｔ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ＬＤＡ）模型分析用户特征，挖掘在线问诊用户的

潜在需求，为在线医疗平台完善相关服务提供

参考。

２　基于ＬＤＡ模型的在线健康社区主题特征
分析

　　ＬＤＡ是主题建模的流行方法之一，每个主题

中概率最高的单词通常可以表示主题内容［６］，近

年来多用于从无结构的网络文本中挖掘用户信息

需求。从疾病种类角度，陆泉等［７］发现肿瘤患者

健康信息需求主要集中在治疗、病理及病因、检

查、术后、预防等方面；于本海等［８］爬取 “百度

痛风吧”帖子内容研究痛风患者信息交流的主题

特征，发现交流内容集中在病理知识、疾病诊疗、

药物治疗、情感支持、生活习惯等方面；余佳琪

等［９］爬取 “甜蜜家园”用户评论内容，对糖尿病

患者进行主题识别、探究其情感变化，指出除疾

病知识等常见话题外，患者还特别关注血糖控制

及血糖仪产品。从特殊人群角度，刘冰等［１０］关注

备孕期女性健康信息需求，爬取 “妈妈网”论坛

相关内容进行主题分析与情感分析，发现女性身

份转变后信息需求多样化，情感、情绪也呈现复

杂性、动态性。相较而言，国外疾病类型研究更

加多样，样本也更丰富，ＧａｂｒｉｅｌａＧ等［１１］采集全

球９８个网站的７６２名独特用户的帖子研究女性压

力性尿失禁交流主题。ＬｉＹ等［１２］利用 ＬＤＡ处理接

受膀胱癌手术患者自由文本并讨论患者手术前后

个人目标的变化，发现患者目标从手术和康复转

变为恢复身体和工作、享受生活和更加珍惜家人

和朋友。ＳｏｏｗｏｎＰ等［１３］利用主题分析挖掘在线健

康社区有关精神障碍的咨询信息，发现用户还比

较关注精神障碍的实用信息如福利待遇、社会适

应等。近年来国内利用 ＬＤＡ主题分析开展的医疗

健康相关研究有疾病细化的趋势，主要用于挖掘

用户健康信息需求。国外研究则更关注阶段性主

题变化，研究目的包括挖掘个人目标、用户关注

点、加强对某种疾病的控制等。国内外研究以患

－患为代表的网络问答社区为主，缺少对以医 －

患为代表的健康社区的研究。

３　资料来源与方法

以 “好大夫在线”平台作为数据源，整理睡眠

障碍医患信息，对患者疾病描述进行主题分析。主

题分析是指对文本、语言材料或数据进行分析和理

解，通过无监督方式提取语义，保证主题提取的相

对客观性与效率［６］。常见主题分析方法包括词频统

计分析、主题模型、情感分析等。本研究使用 ＬＤＡ

主题模型，可帮助确定疾病描述中的重要词语和短

语，并将其归类到不同主题中，从而读取患者的信

息主题特征，相较于其他主题模型具有语句粒度更

精细、研究层次更丰富的特点。

３１　数据获取

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爬 取 “好 大 夫 在 线” 平 台

２０１８—２０２３年睡眠障碍数据，包括睡眠障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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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信息、睡眠障碍患者诊后评价、睡眠障碍患者

问诊记录３部分。爬取医生信息 １２１１条，包括
医生姓名、职称、医院、科室、病友推荐度。选

取２０名医生，条件限制为来自三甲医院、具有
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针对病友推荐度为 ３５以
上的医生，爬取其患者诊后评价 ２０００条，包括
疗效满意度、治疗方式、态度满意度、目前病情

状态。爬取问诊记录 ９３２９条，问诊记录数量对
应患者数量，爬取信息包括用户性别、年龄、疾

病描述等。

３２　数据处理

对睡眠障碍医生信息、患者诊后评价、问诊记

录进行统计分析。对问诊记录中的疾病描述手动剔

除与睡眠障碍无关、重复、异常、信息不全的数

据，最终得到有效数据４０９９条。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对有
效数据进一步清洗。首先，去除广告标识、无效链

接和地址等无用字符，将英文大写字母转为小写、

中文繁体字转为简体字；其次，通过文本去重和机

械压缩删除冗余，再剔除缺乏实际作用的短文本；

然后，利用 ｊｉｅｂａ分词库，结合搜狗语料库的 “医

学词语大全”以及自定义睡眠障碍语料词库如 “睡

眠障碍”“入睡困难”“不寐症”“美时玉”“思诺

思”“佐匹克隆”等形成用户分词词典；最后，对

哈尔滨工业大学停用词典、中文停用词典、百度停

用词典进行合并整理，根据文本分词效果添加词语

形成自定义停用词词典，如 “此外” “所以” “当

然”“您好”等无意义高频词。经数据处理形成后

续ＬＤＡ建模的基础语料库。

３３　主题提取与分析

调用Ｐｙｔｈｏｎ３２中的 ｓｋｌｅａｒｎ库建立 ＬＤＡ模型，
通过计算主题一致性确定最终主题数量，以最终主

题数量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中的 ｐｙＬＤＡｖｉｓ库进行可视化模
型结果展示，本研究框架，见图１。

图１　数据挖掘研究框架

４　结果

４１　医生基本情况

１２１１名医生中２８１名未开通线上问诊，９３０
名可提供在线咨询。科室以神经科 （２９１４％）、
精神科 （２１２９％）、心理咨询科 （１１５１％）、
中医科 （４７３％）为主。将睡眠医学中心、睡眠
障碍科等科室合计，属于睡眠医学的科室仅占

２５８％，设立睡眠专科的医院集中于一线、二线
城市。患者对医生的推荐度最高为 ５０，最低为
２４，其中推荐度高于 ３７的医生占比仅为
２８％。

４２　患者诊后评价情况

２０００条患者诊后评价中７０７０％的患者表示对
疗效很满意，７６９０％的患者表示对医生服务态度
很满意。大多数医生采取药物治疗，同一名医生的

治疗方案差别不大，例如所调查的神经科医生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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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方式７０％以上为药物治疗。８３２０％的患者
表示线上问诊后病情有好转，１３０％的患者表示病
情未得到改善甚至加重。

４３　ＬＤＡ最佳主题个数确定

将经过数据清洗后的患者疾病描述文本导入

ＬＤＡ模型进行主题一致性测试。主题困惑度与主
题一致性是衡量主题质量的常用方法，有研

究［１４］认为在确定主题数量时一致性指标更科学，

且在近两年的相关研究中热度有所提升［６］。一致

性表示主题下词语关联的紧密程度，得分越高说

明模型拟合得越好。主题数量设为 ４时主题模型
一致性得分最高，见图 ２。表示主题数量为 ４时
包含信息足够多、主题效果较好。结合主题可视

化图形变化与人工评价，确定最终主题数量

为４。

图２　主题一致性评价

４４　主题可视化

ＬＤＡ主题模型的气泡代表不同主题，气泡间距
离代表主题相关度，气泡大小代表主题占数据集的

比例。气泡之间无交叉时聚类效果最好。ＬＤＡ模型
将患者疾病描述文本划分为４个主题，见图３。

图３　ＬＤＡ模型可视化结果

　　每个主题选取权重靠前的２５个高频词，根据
每个主题词对应的内容命名主题：用户疾病描述文

本中用药情况与咨询主题占比最高，达３２９％；其

次是外界环境对睡眠障碍患者的影响，占比

２６２％；症状描述占比 ２３８％，比代问与病因略
高，见表１。

表１　ＬＤＡ主题情况分析

序号 主题名称 主题词
主题占比情况

（％）
示例

１ 用药情况

与咨询

失眠、服用、小时、效果、药物、安眠药、吃

药、中药、入睡困难、医院、用药、情况、佐

匹克隆、米氮平、盐酸、时间、右佐匹克隆、

氯硝西泮、黛力新、胶囊、副作用、阿普唑仑、

精神、艾司唑仑、帕罗西汀

３２９ 周一复查的，麻烦刘医生看一下报告，是否可以继续

吃药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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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序号 主题名称 主题词
主题占比情况

（％）
示例

２ 外界环境 感觉、失眠、工作、情绪、事情、小时、压力、

情况、状态、影响、时间、生活、质量、入睡

困难、心情、精神、脑子、身体、症状、心理、

睡不好、原因、床上、记忆力、兴趣

２６２ 因工作引起的焦虑抑郁，入睡困难，失眠，心悸，情

绪非常低落

３ 症状描述 感觉、症状、医院、头晕、身体、发作、头痛、

心脏、胸闷、中药、无力、睡眠障碍、血压、

精神、全身、焦虑症、躯体、眼睛、吃药、恶

心、住院、浑身、情况、气短、脑子

２３８ 我似乎有些躯体反应。比如说，会吐。睡眠状态依旧

不好，深睡眠的时间比较短，如果做梦了以后，醒来

脑鸣的现象还是有。平时耳鸣是嘶嘶嘶的声音，有时

候还有别的声音。很难感知到幸福与愉悦。我比较担

心自己，想问问您，这些问题是否能解决

４ 代问与病因 孩子、母亲、吃药、父亲、医院、奥氮平、舍

曲林、情况、情绪、学校、病情、西酞普兰、

睡眠不好、上学、药量、调整、回家、月份、

老师、咨询、住院、状态、心理、成绩、电话

１７１ 我母亲８个月前帮我带孩子，每天很辛苦，半年前查

出肝功能指标异常，经常怀疑自己得了绝症，说是胃

部难受，失眠一个月左右，一个月前开始神经异常，

自残自杀，在建德第四医院诊断为癔症，住院半个

月，吃药维持，出院后继续吃药，仍然睡眠不好，情

绪低落，有时难受得控制不住

５　讨论

５１　睡眠障碍患者用药咨询特征

主题１在所有主题中占比最高，主题词涉及多
种药物，其中佐匹克隆、右佐匹克隆属于镇静催眠

药物；米氮平、帕罗西汀属于抗抑郁药物；氯硝西

泮、黛力新属于抗焦虑药物。部分患者反映服用药

物后伴随不良反应，如 “患有乙肝，服药后胃疼呕

吐难受，还是睡不着”“最近白天特别困，起不来，

想问药物是否需要调整”等。“服用”“吃药”“用

药”等词反映出患者存在用药咨询现象。治疗方式

以药物治疗为主，药物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很大，

一部分患者因为药物副作用希望调整药物从而减少

对生活的影响，另一部分患者则希望不再依赖用

药。涉及中药时不少患者使用 “浮针”治疗，许多

评论反映采取 “浮针”治疗结合睡眠认知行为疗法

能够停止使用安眠药。这说明现阶段部分睡眠障碍

患者已经接受中医治疗睡眠障碍。

５２　睡眠障碍患者心理咨询特征与代问特征

社会压力与睡眠障碍有着双向关系，部分患者

表示因为外界环境变动导致焦虑、烦躁等情绪进而

睡眠质量差，也有患者表示因为失眠感到生活质量

下降、工作效率变低。在主题 ２中出现 “工作”

“压力”“生活”“心情”“心理”等主题词说明用

户可能因为外界环境变化直接或间接导致睡眠问

题。加之用户除描述疾病本身外更多会描述自身病

因，如在经历某些事件之后开始出现睡眠问题。因

此需要医生特别关注表现出较大压力的群体，在一

定心理治疗的基础上引导患者表达，利用叙事疗法

缓解患者病痛［１５］。另外，主题 ４中出现 “孩子”

“母亲”“父亲”等词，用户会代替直系亲属，特别

是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进行互联网问诊，如 “我

母亲自更年期开始失眠……” “孩子最近比以前状

况要好一些但是还会偶尔出现……”等。对第三人

称问诊进行统计，代问占比大于７％，进一步缓解
了弱势群体在线问诊的使用障碍［１６］。

５３　睡眠障碍患者合并其他疾病特征

通过主题３的挖掘，发现部分睡眠障碍患者表
示患有高血压、肠胃疾病、尿频等疾病，部分患者

患有抑郁症、焦虑症或躁狂症等心理疾病。研究发

现高血压、糖尿病、焦虑或抑郁是引发我国老年人

失眠的主要危险因素［１７］。另外，功能性胃肠病患者

常伴有睡眠障碍，而睡眠障碍已被证实是焦虑抑郁

躯体化的表现［１８］。对在线问诊抑郁症患者划分群组

时发现部分群组有严重睡眠问题［１９］。参与线上问诊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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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积极寻求治疗的第１步，提高对睡眠障碍与合并
疾病的认识也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其他有

关疾病交流研究主题提到预防，但睡眠障碍患者疾

病描述中却很少提及，这说明用户对睡眠障碍预防

认识不足，睡眠障碍的防控工作任重而道远。

６　结语

通过对医患信息的挖掘，从医生信息来看，目前

睡眠障碍诊疗相关科室分散，以适应睡眠疾病的交叉

性。从患者信息来看，线上问诊能够帮助大部分睡眠

障碍患者改善睡眠问题，很大程度缓解了线下问诊挂

号难、距离远、成本高等问题。进一步对睡眠障碍疾

病描述进行主题分析，发现睡眠障碍患者存在问诊用

药咨询、心理咨询与代问、合并其他疾病等特征。为

优化睡眠障碍患者在线问诊服务，本研究提出以下

建议。一是针对药物治疗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情

况，平台与医生应推广非药物治疗，尤其是睡眠认

知行为疗法，同时平台应鼓励医生随访患者预后状

况，及时调整用药方案。二是针对患者代问情况，

平台应优化Ａｐｐ问诊流程，设计简洁问诊界面，提
供温馨提示与引导，简化问诊流程，便于弱势群体

自行线上问诊。三是针对患者心理状态不佳的情

况，平台应推出情感支持服务，在问诊界面提示医

生关注患者心理问题，由医生在问诊过程中给予一

定情感支持。四是针对患者疾病认知不足的情况，

平台与医生应重视科普工作，对睡眠共病进行科

普，尤其是针对难以自我判断、容易引起睡眠问题

的其他疾病。医生在问诊过程中应注意患者睡眠共

病问题，帮助患者找到影响睡眠的真正原因。

作者贡献：庞盼杏负责研究设计、数据收集与处理、

论文撰写；何彩荣负责协助数据收集与处理；徐中岳

负责提出研究选题、设计论文框架；张磊、陈景信、

石荣丽、翁开源负责提供指导、论文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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