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科学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第２４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出版
Ｖｏｌ．２４Ｎｏ．６Ｄｅｃ．２０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２０
基金项目：济南市科技局自主创新计划（２００９０６００７）
作者简介：来建梅（１９８７－），女，硕士，研究方向为生物医学信息处理与分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７６／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４０２６．２０１１．０６．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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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概述信息抽取技术在电子病历、中医文献和中医药网络资源三个方面的应用及研究现状，指出该技术有利于

发挥中医药的利用价值，促进现代中医药的发展。但目前各项研究停留在理论和实验阶段，需提高系统的实用性，建立

自动抽取规则，实现全自动的信息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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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医药领域的迅猛发展，中医药信息呈指数级的爆炸性增长趋势，各种中医药古籍种类、版本繁多，

中医药网络资源分布散乱，缺乏统一的数据共享服务系统。多年来，由于人们对中医药认识的不足以及中医

药知识普及手段的缺乏，使中医药信息的使用率较低，人们很难从中快速提取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给资源

的利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检索及发现有价值的中医药信息已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中医药文献对中

医药学的发展一直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至今仍是中医药临床、科研信息的重要来源。

当前，中医药信息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利用信息抽取（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技术对中医药信

息进行抽取，从海量信息中迅速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将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网页信息转化和提取为

结构化的数据，形成统一的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将有助于避免资源的流失及研究的重复浪费，有利于发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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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信息的利用价值，促进现代中医药学的发展。

１信息抽取技术概述

信息抽取的前身是文本理解，最早开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主要是从自然语言文本中获取结构化信

息的研究，这被看作是信息抽取技术的研究初始。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信息抽取研究蓬勃开展起来，

这主要得益于消息理解系列会议（Ｍｅｓｓ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ｏｎｆｅｒｎｅｃｅ，ＭＵＣ）的召开，ＭＵＣ系列会议对信息抽

取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１］。近年来，信息抽取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更为活跃，

也越来越被广大信息处理研究者所青睐，主要内容是自动抽取文本语料中出现的实体、关系、事件等。

信息抽取是指从一段文本中抽取指定的事件、事实等信息，形成结构化的数据并填入一个数据库中供用

户查询使用的过程。按照抽取操作所针对的对象不同，信息抽取可以分为自由文本信息抽取、结构化文本信

息抽取、半结构化文本信息抽取和Ｗｅｂ信息抽取。一般来说，信息抽取系统处理的对象是自然语言文本尤

其是非结构化文本，但广义上讲，除了电子文本外，还能处理图像、视频等其他数据。目前大部分的信息抽取

主要是针对Ｗｅｂ上的资源，Ｗｅｂ信息抽取就是将Ｗｅｂ作为信息源的一类信息抽取，从半结构化的Ｗｅｂ文档

中抽取数据。其核心就是将分散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的半结构化的 ＨＴＭＬ页面中的隐含的信息点抽取出来，并以

更为结构化、语义更为清晰地形式表示，为用户在 Ｗｅｂ中查询数据、应用程序直接利用 Ｗｅｂ中的数据提供

方便［２］。信息抽取系统的主要功能是从文本中抽取出特定的事实信息，比如，从病人的医疗记录中抽取出

症状、诊断记录、检验结果、处方等信息。通常被抽取出来的信息以结构化的形式描述，可以直接存入数据库

中，供用户查询以及进一步分析利用［３－６］。

２　信息抽取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

在中医药领域中，数据、信息和知识经常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于科学文献、技术、管理报告以及病人的病历

中，研究者、临床医生和管理者通过对文本的浏览和研读可以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然而海量的文本却成为

他们高效获得所需要信息的障碍。此时，计算机技术在中医药领域最大的效用就体现出来了，它可以将所需

要的信息迅速抽取出来转化成结构化的数据。

在研究使用过程中，经常需要从病人的医疗记录中抽取出症状、发病时间、诊断记录和辩证结果等；从医

书中抽取症状、病因、脉象和方剂等；从方剂中抽取方剂名称、方剂类别、成分、主治、功效、组成、炮制方法、用

法用量等；从中药中抽取中药名称、中药类别、功效、主治、产地等。目前，这些用信息抽取技术都已经基本实

现。信息抽取技术可以应用到中医药领域的各个方面。

２．１　信息抽取技术在电子病历中的应用

１９６８年，ＬａｒｒｙＷｅｅｄ提出了使用面向问题的医学病历可以帮助医护人员快速明确病人所患疾病、针对

疾病制定治疗方案并记录治疗结果［７］。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病历作为医疗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记录和管理患者信息的非常重要的现代化手段。医疗信息

化和电子病历的发展虽然长久以来试图推动病历信息的结构化，但是由于临床信息的复杂性和灵活性，现有

的结构化录入技术无法完全满足临床对于病历信息的要求，所以临床医生依然并将继续使用叙述性文本作

为主要的形式来记录临床信息，包括临床医生书写的住院志、病程记录、会诊记录、手术记录以及各种医技科

室发出的报告等。如果计算机可以准确获取这些重要的临床信息并应用于后续处理，必将提高医疗质量、降

低医疗成本［８］。

由于电子病历种类繁多且内容复杂，实现完整病历的信息抽取非常困难。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在医

学领域广泛使用的系统也有很多。美国纽约大学开展的由ＳＡＧＥＲ领导的项目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ｔｒ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开始

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并一直延续到８０年代，对语言处理和医学语言处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项目的主

要研究目的是建立一个大规模的英语计算语法，与之相关的应用是从医疗领域的 Ｘ射线检查报告和医院的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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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记录中抽取信息格式，这种信息格式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模板。ＬＳＰ系统是第一个在医疗领域应用

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它建立了４０种表示病人文档相关临床信息的子类，以及６种语义连接子类，包括病人

管理信息，除药物治疗以外的治疗信息，药物治疗，检查和检验结果，病人行为和状态［７］。

由哥伦比亚大学的ＣａｒｏｌＦｒｉｅｄｍａｎ等人设计的 ＭＥＤＬＥＥ系统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医学信息抽取系统，作

为临床信息系统（ＣＩＳ）的一个独立模块在纽约长老会医院使用，它将文本形式的病历报告转换成编码数据

以促进乳腺癌研究，有利于病人看护质量的提高［７］。这些项目都可以很好的被应用于电子病历之中，促进

了电子病历的发展。信息抽取技术在电子病历中的成功，将克服临床决策支持、临床路径管理等前沿医疗信

息发展所面临的诸多瓶颈问题，提升我国医疗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２．２　信息抽取技术在医学文献中的应用

中医药文献是医学的主要知识资源，实现文献的数字化是信息时代中医文献研究的必然要求。国内对

中医药文献信息抽取研究相对较多，极大地促进了中医药的现代化进程，如从中药复方的临床文献进行复方

名称的抽取［９］；利用信息抽取技术从Ｗｅｂ形式的中医药文献资料中抽取结构化中医临床诊疗信息的中医临

床诊疗垂直搜索系统ＴＣＭＶＳＥ［１０］。目前的信息抽取技术在文献方面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中医临床文献，且仅

限于实体信息的抽取。

在长达５０００年的中医历史中积累了海量的医案文献，而采用人工处理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要

求，采用计算机技术建立中医医案数据库，能有效整合古今医案信息资源。上海中医药大学伤寒论教研室利

用结构化查询语言开发了“历代医案分析统计系统”，这套系统能够按医家、朝代、方剂、病名、病症、病机、治

法、药物类别进行查询，并经过统计获得相关症状、病机、治法、药物上的特点。２０００年９月，北京中医药大

学的“北京中大安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北京盘拓咨询有限公

司”联合开发的“中医药基础数据库系统”为中医药历史文献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提供了先进的支撑环境［１１］。

主要实现了中医理论数据库、中药数据库、针灸穴位及处方数据库、中医医案数据库、中医人名和书籍数据

库、中医现代文献主题结构解析数据库等９个子系统。这些大型中医医案数据库的建立，为中医药文献资源

的继承和创新提供了一个共享平台，充分并完善了中医古籍文献数据的挖掘和集成，加速了中医药资源的数

字化进程。对提高中医药信息资源的管理水平和公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度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１２］。

在中医药文献的信息抽取中，虽然信息抽取技术在中医药文献分析中有一定的研究，但整体仍处于起步

阶段，大部分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和实验层次。选择合适的抽取算法，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机器学习的最新

研究成果应用于大规模的中医药文献的信息抽取中以取代当前的抽取方法是该领域的研究方向。

２．３　信息抽取技术在中医药网络资源中的应用［１３－１６］

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医药网络资源分布散乱，许多数据资源分散在不同领域、不同单位、不同专家手里，

不能有效地跨区域、跨机构共享，形成了严重的数据壁垒。针对网络上分布散乱的中医药资源，可以用基于

ＨＴＭＬ结构的信息抽取方法实现对中医药资源的抽取，将其转换成结构化的数据存储到数据库中。在进行

信息抽取之前，先把ＨＴＭＬ文件转换成解析树，这个解析过程反应其层次结构，接着半自动或者自动地生成

抽取规则，并把它应用于这棵树上。具体过程见下图１。

图１　ＨＴＭＬ文件转换成解析树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ａＨＴＭＬｆｉｌ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ｎｔｏａ

ｐａｒｓｅｔｒｅｅ

同一个中医药网站的所有网页的格式基本相同，不

同的只是网页中的具体数据，所以可以通过ＨＴＭＬ解析

器把相应的ＨＴＭＬ文本解析成语法树，对不同的网站生

成不同的抽取规则，存放到模板库中。在进行信息抽取

的过程中，自动地到模板库中匹配相应的模板，匹配后

抽取其相应的数据资源，形成结构化信息。北京中医药大学在１９８９年完成了“中医方剂信息智能分析支援

系统”，收集了对４０余万条方剂信息的解释，可产生８００余万相关数据，并于１９９７年得到国家教育部博士点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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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项基金的支持，用Ｗｅｂ＿ｄｂ技术，将方剂数据库移植到Ｏｒａｃｌｅ７ｆｏｒＵＮＩＸ平台，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网上实验性

地实现了方剂数据库的查询和分析处理［１１］。浙江大学设计的针对数字图书馆的中医药信息服务的中医药

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了相关的查询、推荐、方剂展示以及对比阅读等功能［１７］。

利用信息抽取技术，整合和抢救离散的中医药数据资源，形成统一的结构化信息，能有助于避免资源的

流失和研究的重复浪费，也为挖掘和搜寻分散的数据资源提供了方便。

３　总结与展望

信息抽取技术经过最近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处理数据资源的重要技术，在中医药领域也得到了较为

广泛的应用，国内对信息抽取在中医药临床、方剂和中医候诊等方面的应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极大地促进

了中医药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利用信息抽取技术能够相对准确、快速的抽取我们需要的中医药信息，并且，目

前中医药领域也存在很多已经投入临床使用和正在研究的医学语言处理系统。但要实现一个全自动的信息

抽取引擎尚存在一定的困难，都或多或少的需要一些人为参与才能达到一定的满意度。本文详细介绍了信

息抽取技术在电子病历、中医文献和中医药网络资源三个方面的应用，及具体研究现状，但均处于起步阶段，

大部分停留在理论和实验的层次。因此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建立更加智能地、自动地信息抽取系

统，提高系统的实用性，建立自动抽取规则，实现全自动的信息抽取，更好的促进中医药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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