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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健康医疗领域的数据挖掘与知识服务已成为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核心需求之一,数据挖掘作为知识提取

的关键技术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 文章首先对数据挖掘常用于健康医疗领域的模型与算法进行了梳理与说明;然后分别

综述了该技术在辅助完成医疗任务、合理管理医疗资源、改进健康信息服务三大方面的应用现状,并归纳了每方面涉及到

的细分应用领域、算法及代表性论文;此外,数据挖掘技术在健康医疗领域中的应用局限和问题也不容忽视,文章按照数

据采集、数据预处理、算法选择和结果评估的顺序对现有研究中提到的不足进行总结;最后,提出了数据来源多样化,电子

病历挖掘语义化,与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共同发展的三个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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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miningandknowledgeserviceinmedicalandhealthcarefieldhasbecomeoneofthecoreneedsofthede-
velopmentofrelatedindustry.Dataminingasthekeytechnologyofknowledgeextractionhasgainedmuchattentioninrecent

years.Thispaperfirstsummarizedcommonmodelsandalgorithmsofdatamininginthefieldofmedicineandhealthcare,and
thenreviewedtheapplicationstatusofthistechnologyinthreeaspects,includingassistanceofcompletingmedicaltasks,sci-
entificmanagementofmedicalresources,andimprovementofhealthinformationservice.Meanwhile,thispaperconcluded
thesubdividedapplicationareas,algorithmsandrepresentativepublications.Inaddition,italsosummarizedthelimitations
andproblemsaccordingtothedataminingprocess.Finally,threefutureresearchdirectionshavebeenput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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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院信息系统和健康网站的发展,医疗活

动、医学研究和健康信息行为中的数据被存储下来,

形成了海量的健康医疗大数据。 这类数据的数据量

大,存储形式多样,难以用传统数据处理方法进行处

理。 数据挖掘由于能够分析海量异构数据,越来越多

地被应用于健康医疗领域。 本文对该领域已发表的

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现阶段数据挖掘

在健康医疗领域的主要应用,同时关注其相关应用局

限与问题,以期为健康医疗大数据挖掘的进一步研究

提供参考。

综述论文的来源数据库及检索方式如表1所示,

得到68篇中文文献及3597篇英文文献,由于英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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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过多,因此首先按相关性排序,选取最相关的前500
条;然后依据论文题目和摘要对568篇文献进行初步

筛选,剔除不是医疗健康领域的文献、未使用数据进

行实证研究的文献以及未使用数据挖掘算法的文献,

最后得到216篇。 通过全文阅读,按具体应用领域及

目的进行分类,相似论文中选取发表时间较新且代表

性较高的文献进行综述。

表1 综述论文的来源数据库及检索方式

数据库 WebofScienceCoreCollection CNKI

检索方式 TOPICS=dataminingAND (medicineORmedi-
calORhealthcare) 主题=数据挖掘AND (医疗OR健康)

发文年代 2010—2018 2010—2018
来源类别 SCI-EXPANDED,SSCI,CPCI-S,CPCI-SSH 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CSSCI
检索结果 3597篇 68篇

检索时间 2017-10-28

1 模型与主要算法

数据挖掘是从大量数据中挖掘有趣模式和知识

的过程[1] ,数据挖掘模型则是对这些模式的精炼与总

结,其具体实现需要各种算法的支持。 主要的数据挖

掘模型与算法如图1所示。

图1 常见数据挖掘模型与算法汇总

  描述性模型用于回答数据集是什么、有什么性

质,预测性模型则是对数据现有性质进行归纳,从而

预测未来趋势。 具体来看,常用于健康医疗领域的模

型与算法包括:

(1)数据描述,是对所有数据集的基本描述、特征

汇总与对比。 例如 De-Arteaga等人[2] 在分析医疗图

像检索行为时,统计了日志数据中的检索式数量、仅

出现一次的检索式所占比例、最常出现的10个词语

等,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用户需求。

(2)关联分析,用于探讨研究对象之间的相关性,

一般通过挖掘数据中频繁出现的项集实现,如Ilayara-

ja等人[3] 用关联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患者症状与心脏

病危险等级之间的关系。 序列模式挖掘是关联分析

的高级拓展,该模型在考虑项集出现频次的同时,还

需保证项与项之间的顺序不变。 陶惠和蒋凡[4] 使用

该模型研究了患者在不同医院间的转诊模式,由于转

诊过程隐含着一定的医院顺序,因此简单的关联分析

方法并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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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聚类分析,按照某种相似性原则对整体进行

分组,相同组中的对象具有较大相似性,而不同组别

之间又有一定区分度。 如唐晓琳等人[5] 对常用健康

医疗网站进行了系统聚类,发现参与医疗市场的网站

主要包括健康资讯网、医学工具类网站、以及在线药

店三种。

(4)异常检测,用于发现与数据中大部分对象表

现行为不一致的异常点。 例如,Bouarfa和 Dankel-

man[6] 对26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的工作流程进行挖

掘,提出一致的工作流,从而对手术实践方法做出改

进;邵笑笑[7] 对医保费用数据中的异常和违规行为进

行甄别,以完善医疗保险公司的反欺诈机制。

(5)分类预测,是一个两阶段过程。 首先建立目

标属性与其它属性之间的关系,然后根据这种映射关

系判断目标属性未知的对象的类别。 王宇燕等人[8]

评价了集成分类、决策树和随机森林对结直肠癌患者

存活性的预测性能与精度,Sharma和 Om[9] 对比了几

种决策树模型对口腔癌患者存活率的预测效果,这对

节约医疗资源、降低医疗成本、提高患者满意度等方

面都具有实际意义。

(6)趋势预测,与分类预测的区别在于目标属性

是数值型数据还是分类型数据。 例如,Xu等人[10] 提

出的一种基于 Web数据挖掘的流感检测框架,他们采

用了不同的神经网络模型模拟流感样疾病数据和查

询数据 之 间 的 关 系,从 而 通 过 搜 索 引 擎 预 测 流 感

疫情。

2 领域与应用方向

2.1 辅助完成医疗任务

医疗任务的主要内容是对个体的患病状况进行

诊治,按照疾病的诊治顺序可分为预防、诊断、治疗和

预后四个阶段。 数据挖掘技术可有效发掘医疗数据

的潜在价值,从而推动医疗任务的完成。

(1)预防

有效控制影响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以及疾病的

早期筛查均可以有效预防疾病的发生。 常见疾病诱

因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家族史、患者体征和生活方

式等。 Meng[11] 等人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了糖尿病患者

的数据,结合卡方分析识别了影响糖尿病发病率的关

键因素,并对比了logistic回归、BP神经网络和 C5.0
决策树三种模型的预测效果。 吴生根等人[12] 基于福

建省手足口病数据,运用卡方自动交互检测(CHAID)

作为生长法,分析影响手足口病重症病例发生的危险

因素。 疾病关联研究中,任仙龙等人[13] 使用apriori算

法对4585名社区居民的慢性病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三者之间存在强关联。

(2)诊断

利用病历文本信息和图像数据可辅助疾病诊断。

张晔等人[14] 采用logistic回归对323例急性胰腺炎病

例进行特征向量选取,并对比选取前后预测模型的准

确性,发现特征选取能有效提高模型的性能;此外,文

章将支持向量机与logistic回归、决策树和人工神经网

络进行对比,发现支持向量机在测试集上的准确率更

高。 Yang等人[15] 使用决策树方法对临床数据进行特

征选择,并基于关联规则挖掘方法对临床数据与病理

报告进行了分析,从而支持肺癌病理分期诊断。 Zubi
等人[16] 则采用神经网络、关联规则挖掘的方法对X光

胸片中的肺癌进行检测和分类。

(3)治疗

疾病治疗方面,国外注重对治疗程序的研究。

Villamil等人[17]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和过程挖掘评估胃

癌治疗的质量,对不同医疗机构按其治疗过程进行有

序聚类,以确定不同医疗机构患者的一般治疗模式。

Auconi等人[18] 则对X光投影测量得到的22个变量进

行模糊聚类得到牙齿生长特征、面部形态、矫正力方

向等因素对正畸效果的影响。

国内则更多集中在中医药物治疗方面。 张奇等

人[19] 应用关联规则分析了李涛教授治疗多发性硬化

(MS)所用中药对 MS患者外周血T细胞亚群的影响。

丁心香等人[20] 对治疗颈性眩晕方剂中的154味中药

进行了频次统计,通过关联规则挖掘方剂中药物组合

规则,采用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得到7个新方组合。

曹锦梅等人[21] 使用关联规则分析的方法挖掘年龄、性

别、症状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糖尿病症状与药物使

用之间的规则。

(4)预后

预后是指预测疾病的可能病程与结局,既包括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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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疾病的特定后果,也包括预测未来发生某种结局的

可能性。

病人自身的身体素质及患病情况是影响预后的

常见因素,侯婷[22] 基于I期子宫内膜样腺癌患者的病

理学诊断和治疗记录对年轻患者保留或切除卵巢对

其生存预后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保留卵巢的患者接

受放疗和淋巴结切除手术的可能性更低。 药物不良

反应可辅助判断患者预后情况,Kim等人[23] 基于韩国

药物不良事件报告挖掘了氟西汀药物的不良反应信

号;由于药物监测报告的滞后性,Yang等人[24] 评估了

基于社交网络和在线健康社区的药物不良反应识别

效果,通过关联规则挖掘方法可以较好地识别某药物

及其常见不良反应的规则,从而达到预警作用。 患者

的预后情况还可通过DNA或RNA等生物信息进行预

测,Xu等人[25] 以407例卵巢癌患者的基因资料为原

始数据集,综合采用随机森林算法、Cox比例风险回归

等模型分析了与卵巢浆液性癌患者生存期相关的基

因;Bai等人[26] 基于同样方法识别了喉癌的潜在生物

标志物。

综上,在辅助完成医疗任务方面,数据挖掘技术

的应用贯穿于疾病预防、诊断、治疗、预后的全过程。

从数据特征来看,大部分相关研究使用的是数值数据

或结构化的文本,这类数据结构化程度高,数据量通

常较大。 从数据来源看,由于国内外健康医疗领域数

据开放程度的不同,国内研究一般基于医院的电子病

历,其中涉及到中医的研究往往基于著名中医的药

方;国外的研究除了使用医院信息系统数据,更多的

是基于地方政府公开的数据集、全国某类疾病数据

库、药学数据库、在线健康社区等。 算法应用方面,lo-

gistic回归常被用于数据预处理阶段,选取特征变量,

从而避免选择偏差;apriori算法被广泛应用于中医的

药方规则提取;决策树、神经网络、随机森林算法则常

用于病情的预测。 算法评估方面,常用的指标包括精

确度、灵敏度、特异度等,常采用十折交叉验证的方法

进行测试。

表2 数据挖掘算法用于辅助完成医疗任务的总结

应用领域 具体应用领域 算法 文章作者

预防
疾病诱因识别

疾病关联分析

logistic回归、BP神经网络、决策树C5.0 Men等

决策树CHAID 吴生根等

apriori算法 任仙龙等

诊断 辅助临床诊断

支持向量机、logistic回归 张晔等

决策树、关联规则挖掘 Yan等

神经网络、apriori算法 Zubi等

治疗

辅助药物治疗

临床路径挖掘

数据描述、apriori算法 张奇等

关联规则挖掘、复杂系统熵聚类、无监督的
熵层次聚类 丁心香等

改进apriori算法 曹锦梅等

数据包络分析 Villamil等

数据描述、模糊聚类、网络分析 Auconi等

预后

药物不良反应

预后情况预测

关联规则挖掘 Yang等

数据描述,logistic回归 侯婷

随机森林算法、Cox比例风险回归 Xu,Bai等

2.2 合理管理医疗资源

医疗资源是指提供医疗服务的生产要素的总称,

包括人员、医疗费用、医疗机构、医疗床位和设备等。

由于医疗需求增加但医疗资源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

成为卫生管理的重点,数据挖掘技术可帮助卫生管理

人员深入洞察数据,从而支持决策。

(1)门急诊管理

如何合理安排患者候诊并提高患者满意度是门

诊管理的重点。 胡敏等人[27] 通过分析患者的平均等

候时间、问诊时间、患者滞留数量分布,直观地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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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的患者候诊状况及医生服务情况。 陈勇[28] 利用

神经网络算法探讨了影响门诊患者满意度的相关因

素,结果表明只有1名医生出诊会降低门诊患者满意

度。 彭金燕等人[29] 基于患者基本特征、所患疾病、看

病次数、付费方式等变量,使用k-means聚类方法将门

诊患者聚为四类,并针对每一类提出不同管理策略。

急诊主要针对病情严重或情况紧急的患者,确定

病人就诊及处置的优先次序是急诊管理的首要问题。

Lin等人[30] 首先根据患者基本信息、挂号时间、就诊途

径、疾病类型将22990名患者分为6类,然后基于粗

糙集理论提取不同类型患者与急救等级之间的规则,

从而实现病人分流。 Talbert等人[31] 对比了决策树、人

工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机在创伤病人分流中的效果,

结果显示支持向量机算法在准确度和特异性方面的

表现更好。

(2)住院管理

住院是医院业务中最为繁杂的部分,数据挖掘可

用于分 析 影 响 住 院 人 次 或 住 院 时 间 的 主 要 因 素。

KhajehaliN和AlizadehS[32] 使用贝叶斯提升集成法探

讨了不同抗生素药物分别对不同年龄段肺炎患者住

院时间的影响。 黄东瑾等人[33] 使用logistic回归,探

讨了社会学因素、疾病因素和临床因素对老年糖尿病

患者住院日分布的影响。

对住院天数的预测还可为医院合理调配人力物

力提供科学依据。 Xie等人[34] 基于保险理赔数据预测

了参保人群在未来一年中的住院天数。 张晔等人[35]

抽取辽宁省某医院去识别化的急性胰腺炎电子病历,

建立了基于支持向量回归的胰腺炎患者住院天数预

测模型。 Rezaei等人[36] 发现冠心病患者在合并肺、呼

吸障碍及高血压时,住院时间明显变长,支持向量机

算法相较于决策树和人工神经网络来说预测准确率

最高。

(3)医疗费用管理

医疗费用反映了医疗服务资源的消耗,同时也是

广大患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郭慧敏等人[37] 利用R软

件的arules包探讨了科室、住院天数、性别、有无手术

与治疗费用之间的联系。 张凯[38] 对比了四分位数处

理法和k-means聚类在处理血液病医疗费用数据时的

区别、优势与不足。 除了聚类与关联分析外,决策树

在医疗费用管理中应用较广。 韩晓梅等人[39] 利用决

策树对卵巢癌患者进行病例组合分析,给出了相对应

的住院费用标准;薛允莲[40] 将logistic回归和决策树

相结合,探讨了每种病例组合的住院费用;WangJing
等人[41] 则对比了神经网络和决策树模型在胃癌患者

住院费用方面的预测效果,结果显示人工神经网络的

预测能力和自适应能力都优于决策树。

(4)医疗保险管理

医保欺诈方面,Kirlidog和Asuk[42] 总结了土耳其

常见的骗保形式,并初步探索了异常检测、聚类和分

类模型在保险诈骗中的应用可行性;KoseI等人[43] 建

立了一个完整的医保欺诈识别框架,从数据处理、模

型选择、结果评估和可视化多个方面检测医保数据中

的异常。 另外,陶惠[44] 从大病患者的特征出发,根据

实验得到的分类模型判断大病保险的多种影响因素

的重要性,对大病保险政策的实施和工作开展有一定

指导作用。

(5)其它

数据挖掘在医疗资源管理中还有很多其他应用。

药品管理方面,Ramos等人[45] 针对沙丁胺醇药品库存

不足的问题,通过收集居民年龄构成、温度、空气质

量、湿度等数据,预测了该药品在未来一年中的需求

量;器官移植方面,Koyuncugil和Ozgulbas[46] 开发了一

个基于数据挖掘算法的供体选择系统。 数据挖掘还

可发现患者的转诊模式,如郭浩[47] 对转诊社交网络与

住院时间和费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陶惠和蒋凡[48] 使

用改进的Apriori算法挖掘某地常见的转诊序列。

综上,目前将数据挖掘技术用于医疗管理的研究

较多,且具体应用领域广泛,包括门诊管理、急诊分

流、住院管理、医疗费用管理等。 从数据来源看,国内

研究一般基于未开放数据,大部分来源于研究人员所

在医院的HIS系统;国外研究的数据来源多样,除了

医院诊疗数据,还包括当地政府的半开放数据集(需

要研究人员申请),以及当地保险公司数据。 从挖掘

算法看,关联规则挖掘任务的常用算法为apriori;聚类

算法多为k-means,但也存在使用层次聚类、SOM自组

织映射聚类的研究;分类算法多种多样,常见的如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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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树、logistics回归、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其它

如贝叶斯、粗糙集以及各种集成算法(bagging、boos-

ting、stacking)也得到了应用,具体应用情况如表3所

示。 在应用的过程中,聚类算法往往用于数据预处理

阶段,起到将连续型数据处理为分类型数据的作用,

从而作为分类模型的输入或输出变量。 另外,由于常

用分类算法较多,对算法的选择不仅应从算法本身考

虑,还应同时兼顾数据特征。 部分学者在选择算法时

说明了理由,如Lin[49] 在预测患者创伤等级时选择了

粗糙集算法,因为该算法能生成具体规则,可读性强;

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对多个分类算法进行比较,选择了

效果最优的模型,总体来看,支持向量机的预测效果

较好一些,可能与其泛化能力较强有关。

表3 数据挖掘算法用于合理管理医疗资源的总结

应用领域 具体应用领域 算法 文章作者

门急诊管理

门诊管理

急诊分流

数据描述 胡敏等

apriori算法、人工神经网络 陈勇

层次聚类、k-means聚类 彭金燕等

SOM自组织映射聚类、k-means聚类、粗糙集 LinWT等

决策树、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 TalbertDA等

住院管理

住院时间的
影响因素

住院天数预测

多数投票算法、贝叶斯提升集成法、支持向
量机、stacking算法 KhajehaliN和AlizadehS

logistic回归 黄东瑾等

时间序列,bagged决策树 XieYang等

支持向量回归 张晔等

决策树C5.0、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 HachesuPR等

医疗费用
管理 医疗费用管理

apriori算法 郭慧敏等

四分位数处理法,k-means聚类、决策树C4.5 张凯

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决策树CHAID 韩晓梅等

logistic回归、决策树CHAID 薛允莲

BP神经网络、决策树 WangJing等

医疗保险
管理

医保欺诈 异常检测、聚类和分类模型 KirlidogM和AsukC
医保政策支持 k-means聚类、决策树C4.5 陶惠

其他

药品管理

患者转诊

简单线性回归、支持向量回归 RamosMI等

线性回归、决策树、apriori算法 郭浩

apriori算法 陶惠和蒋凡

2.3 改进健康信息服务

健康信息服务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对健

康信息资源的获取来帮助人们更好地调节控制自身

健康问题[50] 。 数据挖掘方法可用于分析以在线资源

为主的健康信息,从而帮助改进健康信息服务。

(1)理解健康信息需求

理解健康信息需求有助于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健

康信息服务。 金碧漪等人[51] 以雅虎问答中糖尿病相

关的8762条提问记录为分析对象,通过内容分析和

多维尺度分析进行聚类,发现消费者对糖尿病的日常

疾病管理、疾病确诊和治疗关注度较高,而对疾病预

防关注度较低。 Falotico等人[52] 用文本分析结合对应

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肉瘤患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样本,发

现患病时间长的患者更依赖网络搜索获取健康信息。

Ku等人[53] 以艾滋病为例,利用信息增益的特征选择

方法和支持向量机、朴素贝叶斯两种分类算法,将论

坛用户对艾滋病的关注点归为4类,并对比了知识分

享型论坛和社会支持型论坛用户的关注差异。

(2)理解健康决策行为

健康决策行为与患者实际接受的治疗息息相关。

以就诊行为为例,发掘其影响因素有助于调整健康信

息教 育 内 容, 制 定 适 宜 的 护 理 干 预 策 略。 Oh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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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54,55] 基于癌症患者和心脏病患者的访谈和问卷数

据,采用决策树算法预测患者的就医时间和治疗策略

选择,并用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选择的影响因素。 研

究发现心脏病患者的就医时间受症状严重程度、相似

疾病的过往就医经验以及就医障碍等因素影响;治疗

策略选择受医疗治疗方案有效性、患者对其它理疗方

案的信心等因素影响。

(3)改进健康信息检索

健康信息检索是健康信息的重要获取途径之一。

检索任务识别方面,孙丽[56] 基于问卷调查和检索过程

录屏数据,分别用人工神经网络、决策树和支持向量

机的方法构建了分类器,依据检索过程的特征指标预

测了检索任务类型,有助于完善关键词推荐和优化结

果列表排序。 检索结果数量方面,De-Arteaga等人[57]

基于专业医学图像搜索引擎ARRSGoldMiner的检索

日志,利用支持向量机、logistic回归、随机森林等算法

根据检索式特征预测医学图像检索结果的数量,有助

于改进推荐检索式,返回适量的检索结果。

(4)优化健康信息组织

健康类网站与论坛是健康信息的重要来源,合理

的内容组织有助于用户快速定位所需信息。 Chen等

人[58] 研究 了 糖 尿 病 相 关 文 章 的 自 动 分 类 方 法,对

11216篇文章进行了特征提取和人工标注,基于深度

信念网络进行分类,实验证明其准确率高于支持向量

机算法。 罗文馨等人[59] 基于30个常见疾病主题,从

医学新闻网站上采集对应文档,运用 Word2Vec技术

对各疾病的相关文档构造词向量,计算向量距离,从

而判断疾病关联,有助于提高信息服务平台的内容组

织和导航质量。

综上,与前两大应用领域相比,数据挖掘在改进

健康信息服务领域的应用相对较少。 在改进健康信

息服务领域,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健康网站、健康论坛、

问卷与访谈结果、检索日志或检索过程的录屏。 国内

外研究在数据源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数据类型以文

本型为主,数据结构化程度较低。 在数据预处理阶段

往往需要进行词或文档的向量化表示,常用方法有人

工定义、词袋模型等。 词袋模型得到的特征词往往较

多,结合信息增益进行特征选择能提高模型整体效

果[60] 。 预测型任务中,常用的算法如支持向量机、lo-

gistic回归、决策树、随机森林、深度信念网络等。 其

中,支持向量机适用于高维数据,当输入数据为高维

文档向量或词向量时往往有较好的表现。

表4 数据挖掘算法用于改进健康信息服务的总结

应用领域 具体应用领域 算法 文章作者

理解健康信息需求
健康信息需求聚类

异常信息需求识别

多维尺度分析 金碧漪等

对应分析 FaloticoR等

信息增益、支持向量机、朴素贝叶斯 KuYungchang等

理解健康决策行为 治疗决策影响因素识别 决策树、logistic回归 OHHS等

改进健康信息检索
识别检索任务 人工神经网络、决策树、支持向量机 孙丽

预测检索结果数量 支持向量机、logistic回归、决策树 De-ArteagaM等

优化健康信息组织
文章主题分类 深度信念网络、支持向量机 ChenXinhuan等

疾病关联探测 Word2Vec 罗文馨等

3 问题与应用局限

数据挖掘技术在健康医疗领域的应用仍存在较

多问题与局限,具体如下:

(1)数据孤岛与高质量数据缺乏

数据采集是数据挖掘的第一步。 目前国内医院

信息系统数据往往存在不完整、不规范等问题,因此

在分析之前需要初步评估数据的准确性。 数据孤岛

是制约健康医疗数据采集的另一大问题。 一方面,医
疗机构之间无法实现数据互通;另一方面,多数人不

愿意公开自己在移动医疗或健康监测平台上的数据,

因为当他们认为自己从移动医疗中的获益程度比不

上隐私泄露的风险时,其信息共享的意愿会急剧下

降[61,62] 。
(2)维度灾难与样本分布不平衡

医疗数据往往维度较高,而数据分布较为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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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预处理阶段需要去除相关性较低的属性以提高

挖掘速度或准确度。 此外,在分类预测任务中,健康

医疗数据往往面临着样本类别分布不平衡的问题。

直接利用不平衡样本进行数据挖掘,会导致样本数量

大的类别预测准确率较高、样本数量小的类别预测准

确率较低。 针对这一问题,常用 的 方 法 有 欠 采 样、

bagging、boosting等。 此外,Wang等人[63] 还采用 了

SyntheticMinorityOver-sampling 技 术 和 Cost-Sensi-

tiveClassifier技术。

(3)算法选择困难

挖掘算法是数据挖掘的核心,当应用于健康医疗

领域时,研究人员应综合考虑数据集和挖掘任务的特

征选择适宜的算法。 例如,支持向量机适用于高维数

据集,在低维数据集上的表现则相对较弱;决策树和

logistic回归的结果可解读性较强,虽然有时预测准确

度不如神经网络等复杂模型,但常被应用于注重结果

解读的健康医疗数据挖掘。

(4)交叉验证与评估指标的选择

结果评估是数据挖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对于非监督模型,一种评估方法是直观分析,如从每

一类中随机抽出样本进行人工评估;另一种是对其内

部信息进行分析,如衡量簇内样本点之间的距离、衡

量样本到其它簇的距离是否足够远等[64] 。 对于监督

模型,可通过减少大样本类别的样本数得到平衡样

本,还可以使用k折交叉验证的方法,充分利用每个

样本。 此外,从评估指标的选择来看,应充分利用混

淆矩阵求解灵敏度(sensitivity)和特效性(specificity)。

4 结论与展望

随着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其在健康医疗领域的

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 通过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本

文综述了数据挖掘在健康医疗领域的应用与研究进

展,同时对主要模型与算法、应用的局限与问题进行

了总结。

应用研究方面,数据挖掘不仅能够辅助完成预

防、诊断、治疗、预后等医疗任务,并通过辅助门急诊、

住院、医疗费用、医疗保险等的管理为医疗资源的合

理配置提供参考,还能帮助理解健康信息需求和行

为,优化健康信息获取,进而改善健康信息服务。 算

法方面,目前健康医疗领域的大部分研究仍然采用复

杂度相对较低的传统算法。 一方面可能因为复杂算

法本身存在一定局限,如神经网络等复杂算法虽然往

往能得到更好的效果,但也存在过程不易理解、时间

和空间复杂度较高等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健康医疗领

域与数据挖掘领域的研究人员存在知识结构差异,健

康医疗领域研究者由于数据挖掘知识相对有限,难以

应用前沿的挖掘算法;数据挖掘领域研究者则缺乏相

应的健康医疗领域知识,在挖掘结果的解读与价值评

估方面存在困难。

未来,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研究。

(1)数据来源多样化。 健康医疗数据的种类较

多,医疗过程数据大部分来源于医院信息系统;医学

科研数据来自于专门设计的医学研究或疾病监测,数

据质量高,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自我量化数据主要是

用户的体征信息,一般通过可穿戴设备等终端进行采

集,具有方便实时的特点;用户生成数据多为文本数

据,如健康社区中与医生的互动、社交网络中与病友

的交流等,对这些数据的分析更有助于改善“以人为

中心”的医疗服务。 现有研究大多只针对其中一种数

据源进行探讨,也有相关研究结合了公共卫生数据与

搜索引擎数据对流感进行预测[65] ,结果表明搜索数据

可反映出传统数据无法预测的流感最新变异趋势,说

明不同数据之间包含的信息具有一定程度的互补性,

如何挖掘并利用这种数据源之间的信息互补,从而提

高准确度与实时性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2)电子病历挖掘语义化。 电子病历是患者就医

过程的记录,包含大量潜在知识。 目前基于电子病历

的语义挖掘研究较少,一方面在于电子病历中大部分

信息以非结构化的文本形式保存,无法被计算机理解

和处理;另一方面在于如果仅是对电子病历进行浅显

的数据挖掘,对医疗活动并没有太大帮助。 未来,可

构建医学术语词表,建立医学实体之间的语义关系,

从概念层面进行数据挖掘,为医务人员提供临床决策

的辅助和支持。

(3)宏观来看,数据挖掘的基础是数据,未来应夯

实健康医疗数据挖掘的应用基础,综合开发利用以居

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电子处方等为核心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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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数据库,加强健康医疗海量数据存储清洗、分析挖

掘、安全隐私保护等关键技术攻关。 此外,云计算、大

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也为数据挖掘技术的实施提供了

便利条件,而人工智能的崛起为数据挖掘的应用指明

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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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情报学自产生到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基本

上都是作为后勤服务保障性系统出现的。 大数据环

境带来了巨大改变,情报学善于捕捉、处理和利用数

据的传统将使它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发挥引

领作用,甚至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对社会各行

各业带来重要影响,因此强调重视情报学领域复合

型、交叉型人才的培养。 但从历史经验来看,新的环

境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必然会存在各种挑战和困

难。 对于情报学研究而言,获取信息的价值是信息增

值的核心过程,而问题引导才是从大数据中提炼价值

的核心。 情报学者在解决自身学科问题基础上,可以

展开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一步促

进情报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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