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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育健康问题中中医手段互联网咨询大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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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通过调查女性生育健康公共需求互联网咨询大数据，对咨询问题进行聚类分析，探寻公众在线咨询中医手

段干预女性生育健康相关知识的关注热点。 方法：对 2020 年 4 月 ~2023 年 3 月共 3 年间在甜丁优孕平台进行互联网咨询

服务的数据，通过 IP-guard 和 python 技术 / 软件建立 jieba 库的方法，对网络咨询词（咨询内容）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

获得咨询数据量（咨询词频）331988 条，公众咨询 8 大热点，为日常饮食（占 60.66%）、调护（占 22.29%）、中医方法（占

5.42%）、药剂（占 3.40%）、单味药（占 2.74%）、身体（占 2.31%）、经络（占 2.29%）、舌象（占 0.90%）；110 个咨询

词的按咨询人次排名，其中数据量在万级以上的前 9 个热词为吃、东西、食物、生冷食物、不吃、辛辣食物、刺激性食物、

调调、调理；咨询热词占咨询总量的比率在前 10 为 67.50%，前 20 为 84.68%，前 30 为 91.82%，前 50 为 97.52%。结论：首

次报告我国女性生育健康公众互联网在线咨询服务中对中医手段的需求，披露咨询数据量和公众关注热点、热度和热词。

表明公众咨询内容集中在日常饮食和调理保养方面。多种中医手段结合，对于提高男女性生育力和促进生育需求服务具有

积极重要作用，为提高生育质量和人口数量提供助力。

关键词：生育力；饮食；中医手段；大数据；互联网咨询服务

女性生育健康问题原因众多，研究表明中医疗法对某些

特定原因导致的不孕症有明显效果。中医不但有丰富的治疗

手段，同时也有“治未病”的健康预防理念和相应的保养手

段，本文对互联网咨询者女性生育健康的有关中医手段相关

咨询问题进行研究，首次对公众用户的咨询词及关注热点、

咨询热度、热词频率进行分析。

1 研究对象调查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通过互联网生殖健康咨询服务平台 -- 甜丁网 --

甜丁优孕平台，采集 2020 年 4 月 ~2023 年 3 月共 3 年间互

联网在线咨询的数据。

1.2 方法

咨询用户的信息，按月从 IP-guard 后台导出客户咨询

的聊天记录，首先对客户 ID 进行脱敏和去隐私化处理，对

聊天记录中的对话文本进行合并，按照预设生殖健康关键词

内容，制作成 jieba 库形式的自定义关键词检索词库，共得

到 280 条关键词词库。在 280 条关键词库中，中医证型相关

关键词有 110 个，其中核心关键词 8 个。

利用 python 软件的 jieba 库分词方法，加载 110 条关

键词词库，对导出的聊天记录对话文本进行精确模式分词

“jieba.lcut( 字符串 ,cut_all=False,HMM=False)”，对分词结

果进行词频统计，汇总，依据编制的词库进行排序，聚类分

析，检索获得数据。

利用 python 软件的 jieba 库，将核心关键词作为自定义

词库，对导出的聊天记录对话文本进行精确模式分词，同时

获取该关键词的前 3 个词和后 3 个词及词性，对分词结果进

行词频统计，汇总，排序。人工精准分析每个核心关键词的

性质，获得精液相关咨询频率。

将 2 个来源获得的咨询内容进行清洗，合并，归类，

经过逻辑分析，将抓取的相关词汇进行聚类分析，获得咨询

量；产出相关咨询数据 - 咨询内容，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 Excel 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进行描述性分析，采

用在线工具 Sugar BI 进行制图。

2 结果

2.1 咨询词的数据量

获得咨询信息（咨询词）共 331988 条，聚类获得 110

个主要咨询词，中医诊疗手段数据分为日常饮食、调护、

中 医 方 法、 药 剂、 单 味 药、 身 体 锻 炼、 经 络、 舌 象 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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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数据量分别为 201371 条（占 60.66%）、73985 条（占

22.29%）、17983 条（占 5.42%）、11273 条（占 3.4%）、

9105 条（占 2.74%）、7681 条（占 2.31%）、7606 条（占 2.29%）、

2984 条（占 0.90%）。显示公众对于日常饮食咨询热度最高（占

60.66%），调护咨询热度其次（占 22.29%）。

2.2 日常饮食数据分析

日 常 饮 食 咨 询 词 包 括 吃（ 占 40.88%）、 东 西（ 占

11.00%）、食物（占 10.65%）、生冷食物（占 10.24%）、

不吃（占 9.13%）、辛辣食物（占 7.19%）、刺激性食物（占

6.16%）、寒凉食物（占 2.44%）、喝（占 1.71%）及茶、营养、

经常、少吃、平时（占 0.47%-0.01%）共 14 个。

2.3 调护数据分析

调 护 咨 询 词 包 括 调 调（ 占 16.06%）、 调 理（ 占

15.28%）、保养（占 12.31%）、提高（占 11.93%）、养养（占

10.82%）、改善（占 8.63%）、帮助（占 7.66%）、促进（占

6.01%）、补充（占 4.00%）、激活（占 2.65%）、补补（占 1.60%）

及滋养、滋补、保护、调整、调节、恢复、滋润、养护（占

0.86%-0.03%）共 19 个。

2.4 中医方法数据分析

中医方法咨询词包括穴位（占 33.67%）、中药（占

24.13%）、泡泡脚（占 11.26%）、泡脚（占 8.63%）、穴

位较多（占 4.85%）、面相（占 3.58%）、穴位多（占 3.43%）、

刺激穴位（占 2.58%）、艾灸（占 1.82%）、中医（占 1.57%）、

足浴（占 1.14%）、足底按摩（占 1.09%）及针灸、穴位贴、

按摩穴位、肚脐、拔罐（占 0.83%-0.07%）共 17 个。

2.5 药剂数据分析

药 剂 咨 询 词 包 括 为 主（ 占 40.17%）、 片 剂（ 占

20.86%）、搭配（占 10.88%）、左卡尼丁（占 7.53%）、锌（占

5.37%）、维生素（占 4.76%）、硒（占 4.49%）、辅助（占 2.72%）、

铁（占 1.36%）及辅酶 Q10、糖浆、酶类片、口服液、颗粒剂、

冲剂（占 0.54%-0.11%）共 15 个。

2.6 单味药数据分析

单 味 药 咨 询 词 包 括 大 枣（ 占 27.7%）、 阿 胶（ 占

27.41%）、山楂（占 17.84%）、桂圆（占 17.42%）、枸杞（占

7.1%）及当归、益母草、红花、丹参、银耳、黄芪、灵芝（占

0.91%-0.1%）共 12 个。

2.7 身体锻炼数据分析

身 体 咨 询 词 包 括 功 效（ 占 21.18%）、 好（ 占

19.87%）、功能（占 18.80%）、身体（占 12.64%）、不好（占

8.28%）、睡眠（占 5.12%）、质量（占 3.57%）、不是（占

2.69%）、体质（占 2.19%）、整体（占 1.74%）、快（占 1.56%）、

慢（占 1.38%）及不舒服、锻炼（占 0.65%-0.33%）、共 14 个。

2.8 经络数据分析

经 络 咨 询 词 包 括 活 络（ 占 50.71%）、 通 经（ 占

35.52%）、温经（占 5.60%）、脉象（占 4.25%）、经脉（占

1.46%）、疏通（占 1.05%）、调经（占 1.03%）、筋脉（占

0.38%）共 8 个。

2.9 舌象数据分析

舌 象 咨 询 词 包 括 舌 苔（ 占 42.23%）、 苔 - 湿（ 占

21.38%）、苔 - 齿痕（占 7.24%）、苔 - 虚（占 7.17%）、

苔 - 热（占 6.94%）、苔厚（占 4.66%）、苔白（占 4.59%）、

苔紫暗深（占 2.55%）、苔 - 瘀（占 1.88%）及苔黄、苔薄（占

0.87%-0.50%）共 11 个。

2.10 咨询内容的热点和咨询热词

（1）咨询热点

公众在女性生育咨询中对于中医治疗手段相关的咨

询词集中在 8 个方面，咨询热点的排名为日常饮食（占

60.66%）、调护（占 22.29%）、中医方法（占 5.42%）、

药剂（占 3.40%）、单味药（占 2.74%）、身体（占 2.31%）、

经络（占 2.29%）、舌象（占 0.90%）。显示公众对于日常

饮食咨询热度最高（占 60.66%），调护咨询热度其次（占

22.29%）。

（2）咨询热点

咨询 8 大热点，咨询词聚类为 110 类体现为咨询内容

的咨询热度，排名在前 10 的热度中，询问日常饮食的问题

量第 1（热度排名第 1、第 2、第 3、第 4、第 5、第 6、第 7），

询问调护的问题量第 2（热度排名第 8、第 9、第 10）。

（3）咨询热词

咨询 8 大热点共 110 个咨询词，数据量（咨询词频）排

名第 1-9 名热词在万级，第 10-37 名热词为千级，第 38-81

名热词为百级。热词排名的可视化表达分析见图 1，排名前

40 名的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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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众咨询热词的可视化表达

表 1  公众咨询热度

排名 咨询热词 词频（人次）热度（%）排名 咨询热
词 词频（人次）热度（%）

1 吃 82313 24.79 21 喝 3450 1.04 

2 东西 22154 6.67 22 补充 2960 0.89 

3 食物 21448 6.46 23 通经 2702 0.81 

4 生冷食物 20624 6.21 24 大枣 2522 0.76 

5 不吃 18387 5.54 25 阿胶 2496 0.75 

6 辛辣食物 14480 4.36 26 片剂 2351 0.71 

7 刺激性食
物 12414 3.74 27 泡泡脚 2024 0.61 

8 调调 11880 3.58 28 激活 1957 0.59 

9 调理 11303 3.40 29 功效 1627 0.49 

10 保养 9104 2.74 30 山楂 1624 0.49 

11 提高 8823 2.66 31 桂圆 1586 0.48 

12 养养 8004 2.41 32 泡脚 1552 0.47 

13 改善 6386 1.92 33 好 1526 0.46 

14 穴位 6054 1.82 34 功能 1444 0.43 

15 帮助 5664 1.71 35 舌苔 1260 0.38 

16 寒凉食物 4904 1.48 36 搭配 1226 0.37 

17 为主 4528 1.36 37 补补 1186 0.36 

18 促进 4445 1.34 38 身体 971 0.29 

19 中药 4339 1.31 39 茶 954 0.29 

20 活络 3857 1.16 40 穴位较
多 872 0.26 

（4）咨询热词的构成比分析

对 110 个咨询词的构成进行分析，显示前 10 个热词占

咨询总量（咨询热度）的 67.50%，前 20 个热词占咨询总量

的 84.68%，前 30 个热词占咨询总量的 91.82%，前 50 个热

词占咨询总量的 97.52%，见表 2。

表 3  咨询热词占咨询总量的比率

热词排名 累积词频（人次） 占全部比例（%）

前 10 224107 67.50

前 20 281111 84.68

前 30 304824 91.82

前 50 323740 97.52

3 讨论

本次数据检索结果，首次报告了生育咨询中医治疗手

段目前公众最关注的 8 大热点：日常饮食（占 60.66%）、

调护（占 22.29%）、中医方法（占 5.42%）、药剂（占 3.4%）、

单味药（占 2.74%）、身体（占 2.31%）、经络（占 2.29%）、

舌象（占 0.9%）。

日常饮食是公众最关注的中医治疗手段，中国自古就

有药补不如食补的谚语，隋代杨上善编注的《黄帝内经太素》

一书中写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反映

出“药食同源”的思想。而现代临床研究发现饮食口味与习

惯直接影响体质的形成， 偏嗜辛者，以气虚质、阴虚质、

湿热质较多 ; 偏嗜甘者，以气虚质、气郁质、阴虚质较多 ; 

偏嗜酸者，以气虚质、气郁质、湿热质及痰湿质较多 ; 偏嗜

咸者，以气虚质、阴虚质、湿热质较多 [1]; 饮食寒温方面，

偏于寒凉的饮食物可直接损伤脾中阳气，影响脾胃功能，甚

至变生他脏诸疾 [2]。有研究表明营养可能与女性生育力之间

存在关联，特别是与育龄期不孕症女性的辅助生殖技术的成

功有关，合理的膳食摄入有利于提高妊娠成功率 [4]。过往，

饮食与生育能力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单一营养素研究中，而在

临床实践中，单一营养素在推荐饮食时指导意义不足，从膳

食模式入手研究对患者膳食结构改善更具有指导意义 [5-6]。

已有研究表明饮食对不孕症女性的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有

着重要影响，但目前仍然没有针对育龄期女性具体的饮食指

导。从公众咨询热点看日常饮食关注度极高，探讨育龄期不

孕症女性的膳食模式，并分析其膳食模式的影响因素，可以

为不孕症女性营养干预方案的制定提供更合理的科学依据。

调护类咨询问题占总咨询量的 22.29%，女性生殖系统

的调理养护项目在商业化市场较为常见，公众向医疗机构咨

询调护类问题，本意是想得到商业化项目的选择建议，但中

医典籍中并无相关理论，临床诊疗中也罕有应用，目前并无

相关报道，医疗机构无法给出有效建议。

中医方法咨询中，48.45% 的患者关注穴位的疗法，包

括按摩穴位、针刺穴位及艾灸穴位。研究表明，治疗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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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临床最常选用的腧穴为关元、三阴交、子宫，且针刺、

艾灸、拔罐、埋线等多种方式均能提高女性怀孕概率 [7-14]。

有 24.13% 的公众咨询热度集中在中药方面，中药是中医治

疗疾病的重要手段。还有 21.03% 公众咨询了足浴相关，足

底按摩、泡脚足浴市场化商业化也很健全，是公众经常选择

的保健养生项目之一，有研究表明中药足浴均可经皮给药，

不经过肝脏的首过效应和胃肠破坏，提高生物利用度，降低

药物毒性和副反应，提高药效。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具有清

热利湿、活血化瘀、疏通经络的作用，可以促进盆腔血液循

环，改善局部营养，加强新陈代谢，促进炎症吸收，消除组

织水肿，松解粘连，恢复输卵管功能，显著提高临床治愈率

和受孕率 [15]。

单味药咨询中，咨询量从大到小前五依次为大枣、阿胶、

山楂、桂圆、枸杞，均为行气补血药物，从侧面说明气血不

足是女性不孕的一大病机。

舌诊是中医诊断的重要方法。但是，由于历史条件限

制中医对于四诊与机体内分泌关系并无明确的记载。正因如

此长期以来不孕症的中医辨证缺乏客观依据，而制约了临床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立足于不孕症证候、舌象进行现代科学

分析研究，可以为不孕症的中医诊断和辨证分型及疗效评估

提供佐证 [16]。

面对不同的问题，中医不同手段各有相应的优势。利

用一种或多种手段配合药物辨证论治，调整平衡脏腑虚实阴

阳，可以有针对性地改善各种原因不孕症患者的临床相关特

征。对于提高女性生育力和促进生育需求服务具有积极重要

作用，为提高生育质量和人口数量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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