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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针对中医药科研用户在泛知识环境下精确获取知识的迫切需求，构建用户兴趣模型，
助力中医药科研事业创新发展。方法／过程 基于对中医药各领域、各层次科研人员的问卷调研和半结构访
谈，提炼用户兴趣模型的主要维度；利用扎根理论深入分析访谈资料，确定核心类别，构建理论框架。结

果／结论 面向中医药科研知识服务的用户兴趣模型包括科研用户画像、知识获取等６个核心类别，涵盖中医
药科研基本流程和重要环节。该模型旨在强化知识获取与应用能力，提高科研效率，将用于搭建知识服务

平台，为中医药科研人员提供精准、智能、个性化的信息资源与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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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医药科研作为传承与创新我国传统医学精髓

的重要阵地，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

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医药知识体系庞杂，经典文献

与现代研究成果交织，导致科研人员在知识获取过

程中常遇到信息过载、资源分散、相关性不足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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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这些问题容易使科研人员迷失在繁杂的信息检

索与文献筛选中，影响其研究效率，限制其创新潜

力［１－２］。因此，在泛知识环境下［３］，如何帮助科研

人员精确提炼所需信息，构建满足其不同阶段个性

化需求的知识框架，成为提升中医药科研效率的关

键所在。

用户兴趣模型是信息科学与数据挖掘领域的

重要概念，旨在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偏好和需

求，构建可预测和推荐用户感兴趣内容的模型，

是实现个性化服务的关键［４］。目前，从电子商务

的商品推荐、社交媒体的信息流优化，到教育领

域的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用户兴趣模型已得到

广泛应用［５－６］。面对专业知识密集、信息需求高

度个性化的中医药科研领域，引入用户兴趣模型，

并将其与实际场景相结合，有助于优化现有科研

服务模式。

中医药领域已搭建中医药知识服务［７］、中医

药整合药理学网络计算［８］、中医古籍知识服务［９］

等多个平台，为科研用户提供检索、计算和下载

功能，但尚未构建适用于该领域的用户兴趣模型。

传统数学模型的构建方法难以整合科研人员在不

同阶段的知识需求、兴趣偏好，也无法将这些因

素转化为实际可操作的服务策略。鉴于此，本研

究采用用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深入了解

中医药科研用户的具体需求与偏好，构建用户兴

趣模型，探索适用于中医药科研领域的情报服务

模式，为中医药科研人员提供高效、精准的信息

资源与知识服务。

２　研究方法与过程

２１　研究对象

以中医药各领域、各层次科研人员为研究对

象，涵盖不同年龄段的初、中、高级职称人员及研

究生，研究方向涉及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

合、针灸学、信息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２２　问卷调查

基于相关文献梳理与中医药科研人员意见设计调

查问卷。内容主要分为用户基本信息和科研用户知识

服务需求两部分。采用 “问卷星”为调查工具，通

过 “滚雪球式”抽样方法，借助研究团队成员的社

交网络逐级扩散，最终收回３６３份有效问卷［１０］。为

保证问卷质量，采取多项质量控制措施，包括预测试

问卷、设置必答项和一致性检查题，并对收集的数据

进行详细清洗，剔除无效或不完整的响应，从而提高

有效问卷的比例，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２３　半结构式访谈

鉴于中医药科研用户知识需求不仅个性化程度

高，而且强调全局性视角，所构建的用户兴趣模型

应具备全局性特点［１１］。因此，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

谈法，基于问卷调查结果提炼用户基本信息、用户

身份信息、科研方向、知识获取、科研选题、项目

申请、科研过程、科研成果、学术交流９方面内容
要点，拟定全局视角访谈提纲，见表１。

表１　中医药科研用户兴趣模型及需求访谈提纲问题举例

序号 问题内容

１ 请您谈一谈在科研过程中对知识和信息获取、科研服务的需求

２ 您认为在科研工作中哪个环节最关键，并且最需要知识服务支持

３ 请谈一谈您对初步构建的 “用户兴趣模型”整体框架的看法，指出不足、提出建议

４ 您认为 “用户基本信息”“用户身份信息”条目设置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囊括了中医药领域不同科研用户的基本情况

５ 请谈一谈您对 “知识获取”条目的看法，以及最关注的知识获取途径和知识类型是什么

６ 请谈一谈您对 “科研选题”条目的看法，以及在科研选题过程中有什么困惑、需要什么帮助

　　访谈过程中，两名采访者参考访谈提纲，灵活 调整问题顺序、添加追问或深入讨论某些要点，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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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围绕用户兴趣模型及需求展开，并采用笔录、

录音或摄像方式记录［１２］。具体访谈人数依据信息饱

和性原则确定［１３］。最终完成 ３１名中医药科研人员
访谈，访谈总时长达到１１７８分钟，平均每人访谈
时长为３８分钟。每次访谈结束后，由一名采访者
将访谈录音转录为 Ｗｏｒｄ文字稿，另一名采访者仔
细核对，获得访谈记录３１份，共计７４４０７字。３１
名科研人员平均年龄３８岁，其中男性１３人，女性
１８人；１６名在职科研工作者，包括专职科研人员、
高校教师、临床医生；正高级职称７人，副高级职
称３人，中级职称４人，博士后１人，科研助理１
人；１５名为在读研究生，包括学术型、专业型，其
中硕士８人、博士７人。访谈对象的学科背景广泛，
涉及中医药学的多个核心分支，如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临床基础、中药学、中医内科学、针灸推拿

学、中医药信息学、科学哲学等；科研方向广泛，

涉及中医经典、经方实验、中药药理、古籍数字

化、循证研究、全科医学、身心医学、中西医结合

等多个领域。

２４　扎根理论３级编码

扎根理论属于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资料中的

概念、过程和语境进行分析、提炼与归类，获得对

研究对象观点的正确理解与深度解读，从而完善既

有理论或构建新的理论框架，一般包含开放式编

码、轴心式编码、选择性编码３个核心步骤［１４］。运

用扎根理论方法可从访谈资料中逐步提炼理论框

架，确保该框架能够准确反映中医药科研人员的个

性化需求，进而优化问卷调查所得的框架结构，避

免主观臆断。

对每份访谈记录编号，采用质性分析软件 ＮＶＩ
ＶＯ１４对内容进行３级编码。整合所有编码并归类，
获得核心类别，构建理论框架，见表２。在编码与
分析过程中，采用主题抽取分析法提炼资料，并结

合意义建构理论分析科研用户的信息需求和服务模

式［１５－１６］，修正、优化用户兴趣模型。

表２　访谈资料的扎根理论３级编码示例

句子 开放式编码 轴心式编码 选择性编码 归类 （获得核心类别）

建议将 “知识获取目的”中的 “转化”改为 “产出与转化” 产出与转化 知识获取目的 知识获取 知识获取

知识获取的目的，有时候有管理方面的需求，以及制定某些

政策时会去获取相应知识与信息

管理与政策

制定

知识获取目的 知识获取 知识获取

“知识获取途径”之下的 “自媒体”建议改为 “新媒体” 新媒体 知识获取途径 知识获取 知识获取

“知识获取类型”之下的 “报纸”建议改为 “新闻” 新闻 知识获取类型 知识获取 知识获取

“获取知识外部信息－知识元”下应该还有其来源，并注意

把握来源的权威性、准确性、级别等

来源 知识元　　　 获取知识

外部信息

知识获取

２５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指在研究过程中，当无法再提炼出新

的主题或获得新的理解，且所有概念属性、维度及

其相互关系均已被探讨和确定时，即达到结束资料

收集的标准［１７］。在本研究中，当编码分析至第２８
名受访者的访谈资料 （访谈２８）时，未发现新的范
畴和关系。为检验理论饱和度是否达标，对剩余３
名受访者的访谈资料 （访谈２９、访谈３０、访谈３１）

编码，也未发现新的概念和范畴，由此认为得出的

理论模型达到饱和。

３　研究结果及分析

基于问卷调查结果，提炼用户基本信息、用户

身份信息、科研方向、知识获取、科研选题、项目

申请、科研过程、科研成果、学术交流９个关键维
度，初步构建用户兴趣模型框架。通过半结构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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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和领域专家咨询，整合、优化为６个维度，即扎
根理论３级编码得到的６个核心类别，最终构建面
向中医药科研知识服务的用户兴趣模型，涵盖中医

药科研的基本流程和重要环节，见图１。

图１　面向中医药科研知识服务的用户兴趣模型框架

３１　科研用户画像

科研用户画像包括性别、年龄、学历等７个亚
类别，见表３。

表３　科研用户画像

亚类别 包括的具体编码

性别 男、女

年龄 ３５岁以下、３５～６０岁、６０岁以上

学历 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其他

职称／身份 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初级职称、博士

后、在读研究生、其他

单位性质 科研机构、高校、医院、企业、其他

科研方向 文献研究、理论研究、实验研究、临床研

究、信息研究、医史研究、管理与政策研

究、多学科研究、其他

关注科研领域 中医学、中药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结

合、民族医药、交叉学科、其他

展示了中医药科研人员的多维度特征和专业

倾向。受访者指出，科研用户画像的各个条目不

仅涵盖科研人员的基本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描

绘学者轮廓，突显中医药领域特色与科研方向，

为后续知识服务定制与推送奠定基础。其中，“研

究方向”“关注科研领域”涉及中医药的细分科研

方向和学科类别，以贴近不同研究者的学术背景

及专业范畴，满足其多样化的兴趣和需求。此外，

鉴于民族医药的鲜明特色及其在中医学体系中的

独特地位，科研人员建议在科研领域中将其单独

列出。

３２　知识获取

知识获取包括知识获取目的、知识获取途径、

获取知识类型、获取知识外部信息４个亚类别，见

表４，反映了科研用户具体的知识服务需求点，如

了解药物的临床应用情况和疾病的发病机制以便找

到创新点，以及通过获取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支持

研究工作。在知识来源方面，科研人员主要关注论

文、图书等权威渠道，以确保准确性，特定情境下

也需要标准、专利等信息。此外，科研人员期望获

得集中医药常用知识与智能分析于一体的平台，以

高效获取文献信息，优化筛选整理过程，节省时

间，并辅助锁定前沿动态和研究热点，确保科研选

题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科研人员也重视知

识关系及其外延，提及可借助文心一言、ＣｈａｔＧＰＴ

等大模型提升效率。

表４　知识获取

亚类别 包括的具体编码

知识获取目的 科研、临床、教学、产出与转化、管理

与政策制定

知识获取途径 文献、网站、数据、新媒体、学术交

流、调研、专业情报机构

获取知识类型 图书、论文、标准、专利、新闻、报告

获取知识外部信息 知识元 （题目、摘要／提要、学科类

别、发表年度、作者、机构、关键词／

主题词、所属基金项目、来源）、知识

关系 （主题相关、引文网络、共现、

相似关联）

３３　科研选题

科研选题包括来源、项目申请、合作渠道 ３

个亚类别，见表５。科研选题被视为科研前期的重

要环节，直接影响后续研究的进展和成果。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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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主要受到实际问题、热点趋势、学科发展等

多重因素影响，其来源主要分为目标导向和兴趣

导向。前者主要依托国家政策、项目指南等外部

因素，后者则基于科研人员的个人兴趣和专长。

许多受访者强调在科研选题过程中整合前人成果、

经典记载及临床数据的重要性，然而现有中医药

数据库和学术平台不能满足相应需求。在项目申

请方面，科研人员重点关注信息汇总、科技查新、

指南解读、经验交流、伦理审查等方面，尤其期

望获取既往中标项目信息。此外，为了弥补技术

短板，科研人员常借助学术网络、学术活动、同

行推荐等渠道寻找合作伙伴，以适应科研项目申

报的要求；同时也渴望洞悉同行的科研动态，以

促进科研合作与成果转化。

表５　科研选题

亚类别 包括的具体编码

科研选题来源 目标导向 （实际问题、热点趋势、学科发展、

调研与分析、项目指南、委托项目、前期研究

延续、专家推荐、期刊或会议主题）、兴趣导向

项目申请 既往信息汇总、科技查新、指南解读、经验交

流、伦理审查

合作渠道 学术网络、学术活动、同行推荐

３４　科研过程

科研过程包括学术信息追踪、科研管理、科研

能力提高等５个亚类别，见表６。

表６　科研过程

亚类别 包括的具体编码

学术信息追踪 论文、书籍、会议、网络资讯

科研管理 文献管理、数据管理、进度管理、人员管

理、经费管理

科研能力提高 新技术学习、实验应用指导、数据分析与处

理工具培训、科研思路与方法指导

科研交流 科研交流

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

在科研过程中，科研人员的首要服务需求聚焦

于学术信息追踪，强调对最新文献与学术动态的持

续把握。高效管理文献、数据、研究进度、人员配

置及经费使用等，则是保障研究顺利推进的关键要

素。此外，科研能力提升对研究生尤为重要，涵盖

新技术学习、实验应用、数据分析工具及方法论等

方面。科研人员交流不可或缺，跨层级、专业、团

队的交流能拓展视野，提升研究深度与广度。科研

过程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不仅能积累知识与技

术，还能锤炼科研思维与方法。

３５　科研成果

科研成果包括课题验收、成果发布、成果转

化、成果推广４个亚类别，见表７。大多数受访者
对科研成果的关注集中于论文的写作指导与投稿策

略。在中医药学术论文撰写中，科研人员普遍面临

如何规范、合理地将传统医学内容与现代科学研究

发现整合表达的问题，尤其是撰写英文论文时。投

稿方面，科研人员渴望拥有精准匹配期刊的辅助工

具。受访者特别强调，在科研成果的整个生命周期

中，科研人员始终需要知识服务支撑；尤其将科研

成果有效转化并推广至医院、高校及市场，实现其

实际应用与价值最大化，是中医药科研工作的终极

愿景和亟待加强的重要环节。

表７　科研成果

亚类别 包括的具体编码

课题验收 结题报告撰写、成果汇总

成果发布 论文 （学术写作指导、期刊投稿指导）、论著、

专利、软件著作权、数字化成果、标准、产品、

政策建议、科技奖励

成果转化 成果转化

成果推广 成果推广

３６　学术交流方式

学术交流方式包括学术团体活动、传统媒介交

流、新媒体互动３个亚类别。尽管科研工作依赖于
广泛的文献调研，但书面资料中的信息往往滞后，

·０９·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５年第４６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５，Ｖｏｌ．４６，Ｎｏ．１



难以捕捉到最新的前沿动态。因此，实地学术活动

如会议、研讨会等，成为追踪最新科研进展的高效

方式。传统媒介承载经典与主流知识；新媒体平台

则以其即时性和广泛性，促进了中医药领域内外的

快速交流，拓宽了科研人员的研究视野。受访者们

普遍强调学术交流的重要性，尤其是跨领域对话与

同行指点，更能激发研究创新。因此，学术交流方

式作为一个独立分类，满足了科研人员在不同阶段

交流的需求，突显了其在科研中的通用性和重

要性。

４　讨论

４１　基于用户兴趣模型的知识服务覆盖科研全流程

本研究构建的面向中医药科研知识服务的用

户兴趣模型覆盖了从知识获取、选题、实施过

程、成果产出到学术交流的科研全流程。该模型

能够在科研全过程提供持续、有效的支持：在知

识获取环节，模型提供定制化知识推荐服务，助

力科研人员精准获取所需信息；在科研选题阶

段，模型提供科研方向建议和热点分析，帮助科

研人员凝练明确的研究目标；在科研实施过程

中，模型所涉及的知识服务可嵌入整个科研过

程，辅助推进研究进展；在科研成果的凝练、发

布、转化与推广方面，模型也能提供相应的服

务；多种学术交流方式可强化科研人员之间的沟

通，拓宽知识视野。此外，模型具有广泛适用性

和可扩展性，未来可适度泛化模型的框架和内

容，以适应更广泛的医学科研需求，促进中西医

学研究的信息共享与合作，推动整个医疗科研领

域的发展。

４２　基于用户兴趣模型的知识服务重在提高精准度

随着中医药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扩充，中医药

科研人员不仅要关注传统文献与古籍，还要紧跟

现代科学研究的步伐，及时获取最新资讯。这一

现状迫切需要一种高效、精准的知识服务模式，

以满足科研人员的需求。本研究构建的面向中医

药科研知识服务的用户兴趣模型正是对这一现状

的积极响应，其包括的 “知识获取”“科研选题”

“科研过程”“科研成果”核心板块均支持精准的

知识服务，进而实现 “ →泛知识 精知识”的服

务模式转变。同时，该模型通过整合跨学科知识

资源、打造高度定制化服务平台，满足科研人员

在不同阶段的精细化需求。例如，通过集成文献

知识、临床案例、实验数据、政策法规等信息，

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算法，根据科研用户的个

人背景、研究兴趣以及学科发展趋势，提供精确

的科研方向建议和潜在研究热点分析，助力科研

人员精准定位研究主题，凝练明确的科研目标，

提升科研创新能力。

５　结语

本研究通过调研与访谈，深度分析中医药领

域科研人员的个性化特征及其在不同科研阶段的

需求，并构建面向中医药科研知识服务的用户兴

趣模型。该模型在满足科研人员个性化需求和促

进知识转化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但仍有改进空

间。下一步将结合知识服务平台的用户检索行为

和数据，利用相关算法，实现该用户兴趣模型的

智能化应用；进一步增强各板块间的功能整合，

强化内在逻辑，提高跨板块协同能力，以提供更

流畅的科研全流程知识服务体验；提升模型的泛

化能力，满足中西医融合趋势下科研知识服务

需求。

作者贡献：杨凤、毕磊、高博、贾李蓉负责用户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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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ｐｈｓ［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３－１２］．ｈｔｔｐｓ：／／ｓｃｈｏｌａｒ

ｇｏｏｇｌｅｃｏｍ／ｓｃｈｏｌａｒ？ｈｌ＝ｅｎ＆ａｓ＿ｓｄｔ＝０，３＆ｑ＝ＤＩＪＫＳＴＲＡＥ

ＷＡｎｏｔｅｏｎｔｗｏ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ｃｏｎｎｅｘｉｏｎｗｉｔｈｇｒａｐｈｓ＆ｂｔｎＧ＝．

２４　于慧琳，陈炜，王琪，等使用子图推理实现知识图谱

关系预测 ［Ｊ］．计算机科学与探索，２０２２，１６（８）：

１８００－１８０８．

２５　ＸＵＸ，ＦＥＮＧＷ，ＪＩ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ｐｒｕｎｅｄ

ｍｅｓｓａｇｅｐａｓｓｉｎｇ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ｆｏｒ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ｇｒａｐｈ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ＥＢ／ＯＬ］．［２０２４－０３－１２］．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

／１０４８５５０／ａｒＸｉｖ１９０９１１３３４．

２６　ＭＡＩＳ，ＺＨＥＮＧＳ，Ｙ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ｇｒａｐｈｄｒｏｐｏｕｔ

ｆｏｒｓｕｂｇｒａｐｈ－ｂａｓｅ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Ｊ］．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ａｓ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２２，２５０（８）：１－１３．

２７　ＴＥＲＵＫ，ＤＥＮＩＳ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Ｗ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ｂｙｓｕｂｇｒａｐｈ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Ｃ］．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２０．

２８　董文波，孙仕亮，殷敏智医学知识推理研究现状与发展

［Ｊ］．计算机科学与探索，２０２２，１６（６）：１１９３－１２１３．

２９　ＹＵＹ，ＨＵＡＮＧＫ，ＺＨ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ＳｕｍＧＮＮ：ｍｕｌｔｉ－

ｔｙｐｅｄｄｒｕｇ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ｇｒａｐｈ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Ｂｉ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２１，３７（１８）：

２９８８－２９９５．

３０　邵想想，胡孔法，戴彩艳基于ＲＥＤ－ＧＮＮ的名老中医

诊治肺癌知识图谱推理 ［Ｊ］．软件导刊，２０２３，２２

（３）：１１２－１１７．

３１　ＺＨＡＮＧＹ，ＹＡＯＱ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ｇｒａｐｈ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ｇｒａｐｈ［Ｃ］．Ｖｉｒｔｕａｌ：ＴｈｅＡＣＭＷｅｂ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０２２．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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