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操作简便等特点#可作为早期诊断
9U

感染的重要指标#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A$?

"

分离培养
"

痰'鼻和咽拭子'胸水'脑脊液'脓液等标本可

用于分离培养
9U

*但
9U

的分离培养阳性率不高#且需要时

间长#不适于临床快速诊断#目前在临床上推广应用仍有困难*

A$@

"

快速诊断
"

聚合酶链反应$

U)T

&检查标本中
9U

核酸#

简易'快速#特异性及敏感性较高#适用于年幼和免疫损害患儿

9U

感染的早期诊断*

D

"

治
""

疗

9U

是一种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微生物#是目前能独立

生活的最小的微生物#无细胞壁结构(

""

)

*对支原体最有抑制

活性及常用于支原体感染治疗的抗菌药物是四环素类'大环内

酯类及一些氟喹诺酮类*

D$>

"

大环内酯类是治疗支原体肺炎最主要的抗菌药物#虽然

目前较常用的仍然是阿奇霉素#但在临床上已呈现疗效下降趋

势#提示
9U

对阿奇霉素耐药性增强(

"#

)

*

D$?

"

对红霉素耐药
9U

感染可改用四环素*其他药物如氯霉

素'氯林可霉素以及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体外试验虽有抑菌作

用#但临床应用表明这些药物作用很弱或无效*近年有文献提

出可短期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支原体肺炎#可能会减少肺外并

发症的发生(

"=

)

*

D$@

"

支原体肺炎疗效长#一般都不少于
=

个疗程#疗程一定要

足#否则容易复发#更易诱导
9U

产生耐药性*

9U

感染症状常持续或迁延反复数周或数月#因而
9U

感

染也是慢性咳嗽和反复呼吸道感染重要病原之一(

"3

)

*由于

9U

对一般治疗肺炎的药物有耐药性#因此及时进行检测有助

于诊断和治疗*而
9U

感染的诊断常缺乏病原学标准#且临床

表现无特异性#早期血清学抗体水平可能为阴性#而且临床上

常用的
+

B

内酰胺类抗生素治疗无效*

9U

不仅可以引起严重

肺炎#还可引起严重的肺外并发症和持久的后遗症#故应充分

认识其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以利于临床早期诊断#及时治疗#

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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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的研究进展及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周
"

攀 综述!王开正%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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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据库$

"

临床医学$

"

研究$

"

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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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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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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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库的应用不断深化#各

行各业数据呈爆炸式增长#医学领域同样如此*仅登录美国

YC+,I+6

数据库中
1<!

序列总量于
#''#

年就已超过
#&'

亿

个碱基对(

"

)

*传统数据库管理系统和统计学分析方法已无法

有效地分析这些数据#导致,数据爆炸'知识贫乏-的现象*在

这种背景下数据挖掘$

JIHI4?+?+

5

#

19

&应运而生*

19

是一

种将传统数据分析方法和处理大量数据的复杂算法相结合的

技术#主要用于从大型数据库中提取有用信息(

#B=

)

*医院信息

管理系统$

8X:

&和检验信息系统$

-X:

&每天都在不停地产生大

量数据#这些数据日积月累#数量非常庞大*如何有效利用

19

技术#从海量检验医学数据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是当前值

得研究的课题*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X+HW-I.9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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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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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概述

19

是数据库知识发现$

6+*OFCJ

5

CJ?@/*LCG

P

?+JIHI.I@C

#

]11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
]11

是将未加工的数据转换为

有用信息的整个过程$图
"

&#包括一系列转换步骤#从数据的

预处理到
19

的后处理(

"

)

*其最早是在
"(&(

年举行的第
""

届美国人工智能协会$

I4CG?/I+I@@*/?IH?*+K*GIGH?K?/?IF?+HCFF?B

5

C+/C

#

!!!X

&学术会议上提出的#是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数

据库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新兴技术(

3

)

#其开发与研究应用

是建立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超大规模数据库的出现'对巨大

量数据的快速访问'对这些数据应用精深的统计方法计算的能

力这
3

个必要条件基础上的#以数据库'人工智能和数理统计

三大技术为支柱(

%

)

*

图
"

""

数据库
]11

过程

?

"

19

的基本模式及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19

的任务通常有两大类!预测任务和描述任务*预测任

务主要是根据其他属性的值#预测特定属性的值#主要有分类

$

/FI@@?K?/I?*+

&和回归$

GC

5

GC@@?*+

&

#

种模式*描述任务的目标

是导出概括数据中潜在联系的模式$相关'趋势'聚类'轨迹和

异常&#主要有关联分析'聚类分析'异常检测
=

种模式(

"

)

*

?$>

"

预测建模$

E

GCJ?/H?LC4*JCF?+

5

&

"

涉及以说明变量函数

的方式为目标变量建立模型*有
#

种模式!分类和回归*分类

是用于预测离散的目标变量*在临床医学中#疾病的诊断和鉴

别诊断就是典型的分类过程*

9CF

5

I+?

和
,IQ?

(

0

)以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的心律失常数据库的心电图为原始数据#采用不同分类

模型#对心电图的
%

种异常波形和正常波形进行分类*回归是

用于预测连续的目标变量*回归可广泛应用于医学研究中如

医疗诊断与预后的判别'多因素疾病的病因研究等*

,MG6C

等(

A

)采用各种回归模式对影响乳腺癌患者预后的因素进行回

归分析*

?$?

"

关联分析$

I@@*/?IH?*+I+IF

P

@?@

&

"

用来描述数据中强关

联特征的模式#用于发现隐藏在大型数据集中的令人感兴趣的

联系*所发现的模式通常用蕴函规则或特征子集的形式表示*

关联分析主要应用于
1<!

序列间相似搜索与比较'识别同时

出现的基因序列'在患者生理参数分析中的应用'疾病相关因

素分析等(

%

)

*有学者对
=A'''

例肾病患者进行了追踪观察#

监测肾小球过滤率'尿蛋白水平和贫血状况#结果发现以上
=

种生理指标中的任何一项异常都伴随着心脏病发病率的上升#

这种肾病与心脏病,关联-的现象可发生在肾病的早期阶段(

&

)

*

?$@

"

聚类分析$

/FM@HCGI+IF

P

@?@

&

"

旨在发现紧密相关的观测

值组群#使得与属于不同簇的观测值相比#属于同一簇的观测

值相互之间尽可能类似*聚类分析在医学领域中主要用于

1<!

分析'医学影像数据自动分析以及多种生理参数监护数

据分析'中医诊断和方剂研究'疾病危险因素等方面(

%

)

*罗礼

溥和郭宪国(

(

)利用聚类分析对云南省
#%

县$市&现有的
""#

种

医学革螨的动物地理区划进行分析#发现云南省医学革螨的分

布明显地受到自然地理区位和特定的自然景观所制约*

?$A

"

异常检测$

I+*4IF

P

JCHC/H?*+

&

"

用来识别其特征明显不

同于其他数据的观测值*这样的观测值称为异常点$

I+*4IF

P

&

或离群点$

*MHF?CG

&*异常检测的目标是发现真正的异常点#避

免错误地将正常对象标注为异常点*换言之#一个好的异常检

测器必须具有高检测率和低误报率#其主要应用于检测欺诈'

网络攻击'疾病的不寻常模式等(

#

)

*

@

"

19

的方法及研究趋势

在
19

算法的理论基础上#

19

常用方法!$

"

&生物学方法

包括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

#

&信息论方法包括决策树

等%$

=

&集合论方法包括粗糙集理论'近邻算法等!$

3

&统计学方

法%$

%

&可视化技术等方法*

19

经过十几年的蓬勃发展#很多

基本算法已较为成熟#在其基础上进行更加高效的改进和算法

提高显得比较困难#如传统的频繁模式和关联规则挖掘在近几

年的国际著名会议和期刊上已不再作为重要的研究主题(

"'

)

*

近年来众多国内外知名学者相继探讨
19

的最新方向*

dI+

5

和
eM

(

""

)汇总形成了
19

领域十大挑战性问题报告%

!

5

GIOI

等(

"#

)探讨了
19

的现状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U?IHCH@6

P

B@NI

E

?G*

等(

"=

)讨论了
19

新的挑战性问题#并主要探

讨在生物信息学$

.?*?+K*G4IH?/@

&'多媒体挖掘$

4MFH?4CJ?I

4?+?+

5

&'链接挖掘$

"?+64?+?+

5

&'文本挖掘$

HCDH4?+?+

5

&和网

络挖掘$

OC.4?+?+

5

&等领域所遇到的挑战*与国外相比#

19

在国内的研究和应用始于
#'

世纪
('

年代初#主要是对
19

方

法的介绍和推广#

#'

世纪
('

年代后期和
#"

世纪初进入蓬勃

发展阶段#当前
19

已成为大型企业进行经营决策时所必须

采用的方法#证券和金融部门已将
19

作为今后重点应用的

技术之一*有学者以
8X:

和
-X:

数据库信息为数据源#人工

神经网络为工具#概率论为依据#对常规检验结果和质谱指纹

图数据进行
19

并应用于临床实践(

"3B"0

)

*

A

"

临床医学
19

的特点

19

作用于医学数据库跟挖掘其他类型的数据库相比较#

具有其自己的特点*以电子病历'医学影像'病历参数'化验结

果等临床数据为基础建立的医学数据库是一个复杂类型数据

库#这些临床信息具有隐私性'多样性'不完整性'冗余性'异质

性和缺乏数学性质等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医学
19

与常规
19

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医学
19

方法包括统计方

法'机器学习方法'神经网络方法和数据库方法等*将这些不

同的挖掘方法应用到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后分析以及医疗管

理等各个领域#从疾病的诊治'医疗质量管理'医院管理'卫生

政策研究与医疗资源利用评价等方面去获取诸如概念'规律'

模式等相关知识%用于对疾病进行分类'分级'筛选危险因素'

决定治疗方案和开药数量等(

%

)

*

D

"

我国医学
19

的现状及展望

生命科学的快速发展以及系统生物学$

@

P

@HC4.?*F*

5P

&的

出现和蓬勃发展为研究现代医学模式和中医药学提供了可能

的新思路和新方法*通过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方法阐述复

杂生命迫切需要
19

等相关计算分析方法处理海量的基因'

蛋白'染色质数据如基因调控网络的研究'蛋白质交互网络的

挖掘等(

"'

)

*在我国医学数据极为丰富#但运用
19

技术分析

和处理这些数据资源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些大学$如第

二军医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泸州医学院等&已经面向医学本

科生及研究生开设了相关课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也向医学

专业研究生开设了/生物医学数据挖掘0的课程(

"A

)

#泸州医学

院检验医学系开设了/检验医学信息学0课程#从检验医学信息

的来源'综合'提炼和利用过程均进行了详细介绍(

"&

)

*这些课

程的开设旨在使学生及医学科学研究者了解这些知识#能理性

地应用这些数学工具#并建立和其他学科领域研究人员合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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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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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医学
19

是一门涉及面广'技术难度大的新兴交叉学科#

是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统计等技术手段与现代医疗相结合

的产物#需要从事计算机'统计学的科研人员与广大医务工作

者之间的通力合作*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的实践摸

索#医学
19

必将在疾病的诊疗'医学科研与教学以及医院管

理等方面发挥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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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ILC@

眼病是一种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被认为

是由针对自身抗原的抗体造成的自身免疫反应*目前比较公

认的自身抗原为促甲状腺激素受体$

7:8T

&#另外有研究发现

可能导致
YGILC@

眼病的自身抗原还包括甲状腺过氧化物酶

$

7U;

&'甲状腺球蛋白$

7

5

&以及眼外肌抗原等(

"

)

*到目前为

止#对
YGILC@

眼病的各种自身抗原的本质及其相互间关系仍

不清楚#下面仅就各种
YGILC@

眼病的自身抗原作一简要介绍*

>

"

7

5

很早以前#

7

5

就被认为是
YGILC@

眼病的自身抗原#其是

由甲状腺细胞产生的一种二聚化糖蛋白#用于甲状腺激素的合

成#其相对分子质量为
00''''

#有
#

个相同的亚单位*

7

5

共

有
#A0A

个氨基酸*其前蛋白为含有
"(

个氨基酸的前导序

列#其后为
#A3&

个氨基酸的成熟单体(

#

)

*有研究表明
7

5

的

碳末端区域与乙酰胆碱酯酶有超过
03_

的同源性(

=

)

*

7I*

等(

3

)用人眼肌膜制备的抗原免疫小鼠获得抗
7

5

抗体#所以他

们认为人抗
7

5

抗体可以与眶内非
7

5

抗原发生交叉反应#但

是这种交叉反应的本质并不清楚*

eCCH4I+

等(

%

)进一步研究

发现抗
7

5

抗体可以与眼肌乙酰胆碱酯酶发生交叉反应*他

们同时提出一个假设#在
7

5

和眼肌细胞乙酰胆碱酯酶之间的

交叉反应可能在
YGILC@

眼病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

"

7U;

7U;

参与甲状腺激素生成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反应#

7

5

酪

氨酸的碘化以及碘化的酪氨酸的分子内交联过程#最终形成三

碘甲腺原氨酸$

7=

&和四碘甲腺原氨酸$

73

&*微粒体蛋白位于

甲状腺滤泡细胞膜表面#被认为是
YGILC@

病的一种自身抗原#

导致了补体介导的细胞毒作用(

0

)

*虽然目前对其本质还不很

清楚#但有报道称
7U;

是微粒体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

A

)

*

UGM44CF

和
e?CG@?+

5

I

(

0

)发现
7U;

抗体$

7U;!.

&水平与甲状

腺内淋巴细胞浸润和促甲状腺素$

7:8

&水平均相关*朱烨(

A

)

等检测了
(#

例甲状腺疾病患者及
00

例其他疾病患者血清中

7U;!.

及甲状腺微粒体抗体$

79!.

&水平#结果发现甲状腺

疾病组两种抗体阳性率与非甲状腺疾病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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