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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基于种子概念提取方法,建立中医医案症状信息提取方法。方法:对中医医案进行分词,
通过设立种子概念,统计互信息量,选择大于阈值者为复合种子概念;结合萤火虫算法,统计相邻词语间

关联性,获取扩展种子概念。结果:获取复合种子概念217个,扩展种子概念68个。结论:该方法实现

了中医医案症状信息的自动化提取,为中医医案的数据挖掘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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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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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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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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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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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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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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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Results: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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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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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re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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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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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toms
 

information,
 

which
 

is
 

helpful
 

fo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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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CM
 

records.
Keywords:TCM

 

Records;Symptom
 

Information;Information
 

Extraction;Seed
 

Concept;
 

Firefly
 

Algorithm
 

  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各领域进入到大数据时代,数据的

存储及处理能力越来越重要,而大数据理念也为各领域的

发展带来机遇,中医作为传统医学,同样面临信息整合及处

理的问题,中医医案承载着历代医家诊疗经验,是中医药信

息化的重要研究对象。中医医案记录了整个诊疗过程,包
括从四诊信息采集、辨证到处方用药整个过程,包含了历代

医家诊疗经验,在中医药传承过程中具有巨大价值[1]。然

而,由于中医医案概念术语专业性较强、文言句式及描述模

糊,所以症状信息的提取困难,数据批量处理及挖掘较难进

行。为此,相关研究往往在信息录入过程中对其进行严格

的格式化,虽然实现标准化,但主观性强且无法保留原始医

案。本研究旨在保留原始中医医案的基础上,通过信息提

取,实现其标准化,为后续的挖掘提供数据支撑。本文将结

合萤火虫算法,对“种子概念”[2-6]的本体提取方法进行优化,
讨论中医医案症状信息的提取方法。

1 方法
本文对四诊概念的提取主要分以下部分进行:中医医

案收集,症状词典的建立,分词、概念提取,概念修剪四部

分。

1.1 中医医案收集
本文前期通过搜集文献及门诊病历,建立了中医电子

病历[7],现共有近现代名老中医医案6
 

587例。

1.2 症状词典的建立
选取种子概念构建领域词典,将其加入到分词工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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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使用分词工具对领域文本集进行分词时将领域概念切

分成散串,给概念抽取和概念关系抽取带来困难,从而提高

分词效率。

1.3 分词
词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汉语基础单元,分词是本体学习

的前提条件。本文采用ICTCLAS分词系统[8],结合预定义
的领域词典对领域文本集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部分分词
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分词结果
 

1.4 概念提取

1.4.1 种子概念的设立 种子概念就是某个概念词语中
的核心概念,即以种子概念为中心,可以生成若干概念。在
中医医案中,舌质、舌苔、脉象、疼痛等概念可以代表一类领
域概念,故本文选择“痛”“闷”“眠”“憋”“乏”“梦”“肿”“胀”
“麻”“热”“汗”“纳”“口”“呕”“咳”“痰”“凉”“冷”“满”“烦”
“沉”“舌”“苔”“脉”4个概念,作为种子概念。
1.4.2 复合种子概念提取 复合种子概念就是以种子概
念为中心生成的概念。如以“苔”为种子概念,可以生成“苔
黄”“苔厚”“苔腻”等概念,就是复合种子概念。

复合种子概念的提取,是计算种子与前后词的统计量,
达到设定阈值,则认为是复合种子概念。本文选择互信
息[9](Mutual

 

Information)作为计算词语之间结合紧密度的
统计量,公式[10]如下:

MI(Ai,Ai+1)=log2
P(Ai,Ai+1)

P(Ai)P(Ai+1)
(1)

其中,Ai 与Ai+1为临近的两个词,P(Ai,Ai+1)为两个
词同时出现的概率,P(Ai)与P(Ai+1)为各自出现的概率,
MI(Ai,Ai+1)反映Ai与Ai+1紧密度,MI(Ai,Ai+1)与二者
的紧密度呈正相关,MI(Ai,Ai+1)越高,紧密度越大,设定
阈值θ,当MI(Ai,Ai+1)>θ时,Ai 与Ai+1 构成有效的复
合种子概念。
1.4.3 扩展种子概念提取 扩展种子概念的获取方法分

2种:一种是借助于本体库,通过本体库中各概念与种子的
关系获取概念;另一种方法是计算相邻词频率。由于目前
没有成行的中医领域本体知识库,故本文采用第2种方法,
统计文本中相邻词出现频率,由于计算量庞大,故引用萤火
虫算法,对文本进行扫描挖掘。相关概念对应如表1所示。

表1 扩展概念提取与萤火虫发光行为为对应关系

萤火虫发光行为 扩展概念提取

萤火虫个体 侯选词

个体亮度的大小 概念的优劣

最亮的个体 概念

  萤火虫算法的描述如下[11-14]:定义1为相对荧光亮度:

I=I0e
-λrij (2)

I0 为萤火虫的所处位置的萤火亮度,即目标函数值,目
标函数值越优自身亮度越高;λ为光强吸收系数,一般设为
常数。

定义2为萤火虫i与j之间的空间距离:

rij =||xi-xj||= ∑
D

k=1
(xk

i -xk
j)2 (3)

 

定义3为吸引度:

B =B0e
-λr2ij (4)

B0 为最大吸引度,一般设为常数1;λ及rij 意义同上。
定义4

 

为萤火虫i向萤火虫j移动的位置更新由式:
xi =xi+β(xj -xi)+α(rand-1/2) (5)

 

其中xi、xj 为第i个萤火虫和第j个萤火虫所处的空
间位置;α为步长因子,常被定义为常数;rand 是服从均匀
分布的随机因子。

萤火虫优化算法流程如下:
Step1:初始化基本参数;
Step2:随机生成个体的初始位置,计算萤火虫的目标函

数值,定义为I0;
Step3:由式(2)、(4)

 

确定萤火虫的相对亮度I 和吸引

度β;
Step4:由式(

 

5)
 

确定萤火虫新的位置,对处在最好位

置的萤火虫进行随机干扰,对其位置进行微调;
Step5:根据萤火虫新的位置计算荧光亮度;
Step6:当满足搜索条件则转Step7;否则搜索循环次数

加1,转Step3,执行下一次搜索;
Step7:输出全局极值点和最优个体值,即扩展种子概

念。

1.5 概念修剪
挖掘出的概念中,某些互信息较大的词串不构成术语,

并不具有中医症状信息,本文采用概念修剪法删除非领域

概念,采用中文文本分类语料库TanCorpV1.0中的12个类

别的语料库作为背景语料库,通过对比概念在背景语料库

的频率,确定是否为中医领域术语,删除非领域概念。

2 结果
通过复合种子概念提取算法提取出217个复合概念,

其中“胸闷”最多,出现943次。见表2。
 

表2 复合种子概念提取结果(部分) (n)

概念名称 出现频次 概念名称 出现频次 概念名称 出现频次

胸闷 943 头痛 290 咳嗽 149
舌红 766 口干 278 浮肿 146
乏力 751 苔薄黄 278 憋闷 146
脉沉 664 闷气 248 头胀 130
气虚 644 心烦 234 舌淡 128
脉弦 619 沉弦 206 苔黄腻 124
苔白 558 脉弱 195 睡眠 119
眠差 461 脉弦细 179 腰痛 116

苔薄白 444 苔少 170 舌暗 115
憋气 430 纳差 169 麻木 107
疼痛 363 多梦 168 背痛 100

脉沉细 306 隐痛 165 心绞痛 89
胸痛 298 脉细 162 苔黄厚 80

  
 

将阈值设定为5,得到68项扩展概念,概念“冠心病”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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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最高,其频次达795。得到扩展概念如表3所示。
 

表3 扩展概念提取结果(部分) (n)

概念名称 出现频次 概念名称 出现频次 概念名称 出现频次

冠心病 795 入睡 148 后背 80
高血压 612 心肌 136 易怒 77
不适 384 脱漏 130 耳鸣 76
劳累 311 心肌炎 109 胃脘 73
阳亢 292 恶心 101 心功能 63
血压 190 胸部 93 心悸 60
齿痕 184 感冒 90
困难 150 背部 83

3 讨论
本文将种子概念提取方法引用到中医医案的摘要提取

中,挖掘出复合种子概念;并结合萤火虫算法对扩展种子的

提取过程进行优化,提高运行效率。
扩展种子概念提取还有另一种方法,即依托于现有的

本体库,通过本体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挖掘出扩展种子概

念。在目前尚未有中医本体库的情况下,由于中医术语的

专业性较强,结合蛮火虫算法的扩展种子概念提取方法是

最佳选择。其中,萤火虫算法(Firefly
 

Algorithm,FA),最早

由剑桥学者Yang[15]于2008
 

年提出,通过模仿萤火虫行为,
由此构造出的一种随机寻化算法[16-18]。萤火虫算法的原理

是[19-20]:将问题的解模拟成萤火虫个体,在本文中相当于相

邻词语,萤火虫有各自的荧光素值与感知半径。其中荧光

素值即萤火虫的亮度,用来衡量解的个体位置的优劣,荧光

素值越大,则个体吸引力越强,即解更优,在本文中相当于

相邻词语的关联性。
由于中医医案术语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在对中医医案

进行数据挖掘时,必须进行较复杂的数据预处理,使其转化

为可用于统计的数据化信息。多数研究选择通过建立中医

症状、诊断数据库的方法对信息录入进行规范化,即用户在

录入医案时只能选择库中现有的数据,此方案将医案转换

成可以直接用于统计的规范化词语,省去了数据预处理过

程,但是此方案存在弊端:①未能将原始的中医医案保存下

来;②由于每次研究的针对性不同,规范化的信息录入针对

性也不同,致使在不同研究中不得不进行重复的医案录入

过程,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中医概念提取技术的运用,将
实现中医医案症状、舌苔、脉象等四诊信息的自动化提取,
既能保存原始的中医医案资料,避免医案的重复录入,又能

提高数据挖掘的效率。
中医医案的不断积累、更加完善的中医概念字典的建

立以及更优化的算法应用可使中医药领域的概念提取技术

更加完善,结果更精确,为中医医案的数据挖掘提供更坚实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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