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年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運用本體知識於常用問題集之自動回應 

－以糖尿病為例 

 

摘要 

網路搜尋的功能多樣化，許多使用者利用

關鍵字來收集所需要的資訊正確性。許多線上

諮詢服務的網站，大多是預先設計好問題與答

案，來回應查詢者的需求，並沒有考量使用者

的真正需求。本論文提出了一個考量使用者的

需求的 FAQ(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系
統，讓使用者可以找到正確的資訊。本論文將

以糖尿病知識，提出結合本體論與模糊正規化

的方法來改善現有的查詢系統。 
關鍵字：知識本體、模糊正規概念分析、FAQ 

Abstract 

Many of FAQ(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systems have placed the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the Internet in advance, However, users will 
read the same contents from website even they 
are woman or man, young or old, all of them read 
the same message. For diabetes’ patient, to get 
himself healthcare documents, that will depend 
on patients to get various nursing document that 
will be better. In this paper, we are trying to setup 
an FAQ system based on domain ontology and 
FFCA methods to help patient to get requiring 
documents. 
Keywords: Ontology, Fuzzy formal concept 
Analysis, FAQ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年來網際網路的快速發展，使得大多數

的企業行號紛紛將自己公司E化，並建構公司

所屬的網頁。然而企業需要有能夠與消費者溝

通的管道，因此線上客服系統[6][23]亦逐漸成

為消費者與企業間的溝通橋樑。 
根據資策會的調查，台灣寬頻上網普及率

達 68%[28]，而上網率更高，換言之，國人習

慣於網際網路上做日常生活的活動(看新聞、查

電影情報、醫院掛號)。相對的，也會使用到線

上客服系統加以詢問相關的資訊。本研究將以

糖尿病衛生教育之問題回應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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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常見的傳統線上查詢方式是路徑式

如圖 1[31]，必須了解該疾病的專業術語以及被

歸類為哪一種類型，方可知道醫學內容；另一

種FAQ系統的方式是利用關鍵字找尋所需要解

決的問題，問題找不到系統會建議最好的關鍵

字再來搜尋，但是效率通常不好[28]。醫學衛

教的領域分類非常廣，病患要花費較多時間才

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衛生教育資訊。由於大量

的資訊，使得病患需要花時間在於找尋與閱讀

上，造成病患直接找醫生或護理人員來解決本

身的問題。將造成困擾及時間成本，加上國人

對衛生教育知識較為不熟悉，目前缺乏一個比

較快速達到解答的衛生教育FAQ系統。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知識本體建構出線上

FAQ 系統，利用知識本體找尋使用者所需要的

資訊，而該資訊是針對使用者本身所需而呈

現，以達到個人化之 FAQ 諮詢系統。 

圖 1 傳統FAQ的方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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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目的 

現今國人對糖尿病對於病情的控制並不

是很瞭解[5]，通常會到醫院詢問控制病情以及

衛生教育的資訊。網路的發達，搜索引擎的強

大，網上可以搜尋的網頁變得愈來愈多，而網

頁內容的素質亦變得良莠不齊，造成在資訊收

集的效率及效益上並不好。在醫學的領域裡，

一般糖尿病患者對糖尿病所了解的層面非常

有限，大多數病人在得知罹患糖尿病、或自己

可能屬於糖尿病高危險群，擔心未來自己的飲

食、生活作息受到限制、終生洗腎等問題[30]；
當然，如果能夠遵照醫師的規劃以及建議，這

些是可以得到控制的。然而許多患者的生活習

慣、飲食文化等不同，所能接受衛生教育的資

訊也大不相同，對於不同生活習慣與飲食文化

的病患，醫師與護理人員需要花時間來了解病

患的背景，在給予最適當的衛生教育的作法與

資訊。 
為了能夠解決上述一般在推廣衛生教育

時所花費的成本問題，我們提出一種方法，運

用個人化本體論結合糖尿病衛生教育 FAQ 系

統的方法，可以經由病患的背景、習慣與文化

及問題點，利用 FAQ 本體知識來推論出最適合

的衛生教育，以達到適合病患的衛教資訊。 
本研究運用本體論結合 FAQ 系統的方

法，透過糖尿病公共衛生教育的關係及其他併

發症、健康生活等，能夠利用線上的 FAQ 系統

來達到合適的解答。 
本文其餘部分介紹如下，首先在第二節介

紹本體論與一些相關研究應用。在第三節將介

紹研究架構。然後第四節介紹將系統實體化的

一些相關技術。第五節中介紹系統架構實作環

境的步驟。最後在第六、七節說明本研究的預

期結果與未來工作。 
 

2. 相關研究 

本體論(Ontology)，是哲學領域的次範疇名

稱，也就是存在本質的研究。然而在近幾年，

已 成 為 許 多 電 腦 科 學 領 域 所 探 討 的 議

題[13][18]。本體論[15][20]是某一特殊的知識

領域下的概念，具有層級結構(hierarchically 
structured)的集合，其概念擁有層級關係、任意

定義概念之間的關係 (relations) 以及公理

(axioms)。 
一般來說，本體論以形式地(formally)方式

描述事情的領域，是由術語的有限清單和其間

關係(relationships)所組成的[13]。術語表示領域

中的類別(classes)和物(object)概念，例如，第 1
型糖尿病、胰島素、低血糖是一些重要概念，

如圖 6 表示。本體論也在改進資訊搜尋精確

度，搜索引擎可以找尋出指引到本體論中精確

概念的網頁，而不只有收集含有一般模糊關鍵

字(keyword)的網頁，用此方式可以解決網頁之

間術語的差異和查詢，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動

機。 
因此可利用本體論來找尋相關網頁，目前

已經有一些運用於單一領域的查詢，以下介紹

利用領域知識及本體論的方式來找尋相關網

頁的文獻。 
在天氣查詢方面，林智揚等作者[4]提出以

提供台灣地區天氣查詢的服務為目的，並在提

供天氣資訊時，運用一些自定的多媒體呈現方

式，透過使用者查詢結果的回覆，讓使用者感

受到所接收資訊的獨特性。 
圖書書籍的分類與查詢，舊有的分類法是

利用一連串有意義數字來分類書籍的內容及

主題，但是不同的圖書館有不同的分類方式，

例如有些將生理及醫學應納入自然科學類，有

些歸納在應用科學類。為了解決分類上的雜

亂，鍾正男等作者[12]提出將現有的圖書分類

法的從屬關係與屬性關係以知識本體的形式

呈現，定義每一個類別的資訊、描述每一個類

別在知識本體中的位置以及一個類別與另一

個類別相關的程度。 
對於尋找擁有相關學者的應用，若僅使用

Google僅使用少量的關鍵字查詢，往往傳回龐

大查詢結果且冗長的查詢結果及排列方式。楊

勝源等作者[8]建構一種網頁主題式蒐集器，引

進學者知識本體提供關鍵字判斷比對，不僅排

除因同名異義字所額外取回的網頁，提升針對

研究學者網頁蒐集的精準度。 
林建宏等作者 [3]使用正規化概念分析 

(Formal Concept Analysis，FCA) 建構電腦病毒

知識本體，其目的是希望能藉由Ontology概念

化(Conceptualization)、共享(Shared)、正式的

(Formal)及明確的(Explicit)特性，建構出一個電

腦病毒知識本體。這個電腦病毒知識本體可以

協助使用者，藉由所獲知之病毒屬性特徵找出

電腦病毒的解毒方式，同時經由知識本體的查

詢關聯中，更可以找出各個病毒屬性之間的關

聯性，提升使用者對電腦病毒有明確的整體認

識。 
朱毓君等作者[1]以本體論為基礎所建立

出來應用在PCDIY領域之FAQ資訊整合系統，

可以在分散的環境中，有效的發掘資料、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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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並且整合出高品質的資料以符合使用者

的需求。 
近幾年建構知識本體的方式很多種，但是

內容與知識代表卻是參差不齊與不明確。葉峻

儒等作者[9]提出利用FFCA與WordNet，對已現

有的知識本體作整合，達到知識的再利用與更

新資訊，可以節省知識重複的建立的成本與時

間。 
在於糖尿病的領域裡，Li, H學者[19]利用

本體論專為糖尿病患者自動建立出適合病友

食用的食物分類，讓患者知道那些食物是否可

以食用。 
Lee, C.[17]利用模糊推論的機制對糖尿病

的種類進行推論，對於病患本身的病情進行推

論出該病患是否為糖尿病、哪一類型的糖尿

病。然而在針對於每種病患本身的程度問題不

同下，該學者藉由模糊理論利用本體論與推薦

系統來達到每種病患程度上不同的問題，推薦

給病患最適當的食物(五穀類、根莖類)、最適

合的量(公克、匙、塊)。 
而國內黎煥中等作者[10]研究，運用目標

導向規劃技術建立血糖自我監測的規劃進而

建立知識本體，運用貝氏網路的方法計算出個

人血糖監測的習性，配合網路即時傳輸達到提

醒與建議的效果。也有加入運用PDA的方

式[11]，由病患的自行輸入習性(吃飯時間、打

針時間)，再與醫院資料庫糖尿病知識本體作參

照(mapping)，該系統就會針對使用者的習性及

問題來回答。 
從以上的相關研究方面，可以發現，本體

論最初是在於為了搜尋資訊的便捷性及快速

的找到與使用者真正想要的資訊。然而國內針

對利用知識本體應用於糖尿病領域，不外乎是

站在病患的角度給予最適當的資訊(如食物、衛

生教育、時間測量等)。 
 

3. 研究架構 

3.1 流程說明 

本研究提出流程，如圖 2 表示： 
分為三個處理的動作，說明如下： 
(1) 一開始，預先收集糖尿病患者的資訊，該

資訊內容是指病人的飲食習慣、生理資訊

與用藥狀況、家庭照護、生活習慣的差

異，因為每個人所發生的問題點不同，適

合病人的資訊也相對的不同。接者把資料

分門別類。 
(2) 收集衛教資料，利用本研究提出的自動本 

 
體論建構法，先初步建構糖尿病衛生教育

的本體知識，再加入人工補強，再由醫師

與專業護理人員調校。接著為了解決到病

患與醫師之間知識的程度差異，使用

FFCA 的方法來計算病情與衛生教育的符

合程度。因為病患所要表達的問題、或者

生活習慣、飲食習慣的差異性，使得醫師

或者護理人員的判斷會有所差距，那麼本

研究所提的方法，可以避免掉醫師與護理

人員在知識程度上的不同，以致於給予病

患適當的衛生教育而有所不同。 
(3) 最後予病患最適當的衛生教育的資訊的

同時，還要考慮到該資訊是否對病患是否

有幫助、或者不是最佳的幫助，那麼還必

須要對關聯矩陣、知識本體做校準的動

作。 

圖 2 流程架構圖 

 
每種程序說明如下： 

病患本體知識建立：收集糖尿病患者的資

訊，該資訊內容是指病人的飲食習慣、生理資

訊與用藥狀況、家庭照護、生活習慣的差異，

因為每個人所發生的問題點不同，適合病人的

資訊也相對的不同。 
衛生教育知識本體建立：收集衛教資料，

利用本研究提出的自動本體論建構法，先初步

建構糖尿病衛生教育的本體知識，經由人工補

強，最後由醫師與專業護理人員調校。 
問題前處理：本研究使用中研院的中文斷

詞系統(CKIP)處理不重要的 terms，取得病患所

要詢問一連串的語意，把代名詞(你、我、他)、
副詞(也、了、的)去除，剩下來的詞句建立問

題特徵 terms 來與文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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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陣計算與過濾：使用本研究提出的

FFCA 方法來計算病情與衛生教育的符合程

度，這是為了解決到病患與醫師之間的知識程

度不同。將以問題特徵 terms 與衛生教育本體

知識文件比較，過濾掉不重要的資訊，剩下為

符合的病患需求的衛生教育文件。 
 

4. 相關技術說明 

本研究提出運用 FFCA 結合本體論知識運

用糖尿病衛生教育 FAQ 系統的方法來達到線

上個人化之需求，以下是介紹達到線上服務的

技術與計算方法。 
 

4.1 本體論(Ontology)的建立 

在現今的關鍵字的眾多，可能描述同樣的

事物，但在不同的語言、方言、領域中有不同

的名稱。同樣的名詞，在不同的語境、用法、

領域中有不同的意涵(也就是多義一詞，多詞一

義)。本體論[2][7]，是建立在知識概念的基礎

上，是以知識概念及許多語詞或句子的可能組

合來表達，也就是將無序或分散的特定知識，

使之順序、集中、定址，以方便知識的利用和

傳遞，可以做為「訊息」與「知識」間的資訊

的校準。面對今日數位化資源，在資訊組織時

需要一個多用途、具彈性的表達工具以便能順

應智慧型的資訊表達和檢索。而表達本體論的

語言包含兩種網頁語言[25]： 
 
(1) 資源描述架構(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RDF) 
RDF 是一個用來攜帶多種不同的元資料

(Metadata)於網路上的語言。可以描述網頁資源

和其它資源之間的關聯性，並且利用類別、屬

性、領域、範圍來描述資料。 
(2) OWL(Web Ontology Language) 
OWL 被設計用於處理資訊的內容、而不

是僅向人類呈現資訊的應用。它提供更多具有

形式語義的辭彙，使之在 Web 內容的機器可理

解性方面要強於 XML、RDF 和 RDF Schema
等所能達到的程度。OWL 有三個表達能力遞

增的子語言：OWL Lite，OWL DL，和 OWL 
Full。OWL 添加了更多的用於描述屬性和類的

辭彙，例如類之間的不相交性(disjointness)、基

數(cardinality，如剛好一個)、等價性、屬性的

更豐富類型、屬性特徵(例如對稱性)、以及列

舉類(enumerated classes)。 

圖 3 建立糖尿病本體知識 OWL 語言 
 
本研究建立RDF與OWL語言，所使用的工 

具為Protégé 3.3.1來建立本體知識相關的語

言。Protégé支援RDF、OWL，它是一個由史丹

福大學所開發的自由軟體，主要是以知識庫的

架構為基礎來編輯本體論，如圖3表示，分為

Protégé-Frames 和Protégé-OWL 兩大主要模型

來建構本體論，利用此工具來建構本體論，可

以運用的本體論語言包括RDF、OWL、XML 
Schema，Protégé是以JAVA程式語言所寫成，

加強了本體論應用環境的可擴充性，並且提供

了快速編寫本體論原形時的彈性。此外歐盟的

心血管照護系統也採用Protégé建構[27]，進而

可以了解到醫學領域的建構方式。 
 
4.2 正規概念分析(Formal Concept Analysis，

FCA)與相關本文(Relational context) 

FCA是在於利用類似點陣 (Lattice)的結

構[14]，建立物件(objects)與屬性(attributes)之
間點陣方格，利用數學的方式來分析描述概念

與概念之間的相似程度，藉此可以知道這兩者

之間的關聯性，使資料將更具有意義及結構。 

( , , )C U A I

FCA是以數學的方式來說明一段文字或文

件 的 本 文 (context) ， 在 [16] 的 定 義 為

= ， 為限定該領域本文的物件

群，Ａ為限定屬性的集合，Ｉ為Ｕ與Ａ之間的

相關性，若x、y二個物件，在本文(context)裡
擁有同樣的屬性，那麼可以說x、y的相關性Ｉ
屬於U的集合。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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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本文(Relational context)的推算是由

FCA為基礎[16]，定義U為限定該領域本文的物

件群，Y為用 0 與 1 的方式表示U關係程度，表

示如下： 
( , )R U r=  

若相關本文 R 裡有 (X, Y)的相關概念

(Relational Concepts)，那麼 X 與 Y 各別地屬於

U 的集合裡，表示如下： 
{ }: ( ( , ))X x U y Y r x y= ∈ ∀ ∈ , 

{ }: ( ( , ))Y y U x x r x y= ∈ ∀ ∈ . 
 
利用 FCA 目的是，為了來建構概念間的階

層關係，具有越多相關的物件的屬性，是為越

重要，隸屬於越高的層級。 
 

表 1 FCA 本文 
問題 
特徵 

建議 
文件 

食物 血壓 皮膚 水 果

芳 香

味 

Doc1 * *  * 
Doc2   * * … … … … …

… … … … …

 

圖 4 FCA 概念點陣 
 
從表 1 中可以知道，建議文件與病情特徵

間具有相關性，在本文中以「*」號表示之，

經過本文之建立就能進一步的建構概念點陣

如圖 4 表示。 
 

4.3 模糊正規概念分析(Fuzzy Formal Concept 

Analysis) 

模糊正規概念分析[21][22]的定義是，包含

三個元素 (( , , ) ( ))C U A I U Aα= = × ，G：本文

的物件群；M：本文的屬性集合；I：物件和屬

性間的關係，其中I關係包含了物件和屬性間模

糊程度的概念 (( , ))g m I∈ 。FFCA與FCA不同

點在於，每一個物件和屬性間之相關性都是具

有模糊概念的存在，在一個物件中出現頻率越

高的屬性就給予越高的隸屬值，而概念間的關

聯也可以利用模糊理論來計算出其相似度。 
 
 表 2FFCA 本文中所有隸屬值資訊 
問題

特徵

建議 
文件 

食物 血壓 皮膚 水 果

芳 香

味 

Doc1 0.4 0.78  0.94 
Doc2   0.61 0.7 … … … … …

… … … … …

 
表 3FFCA 本文低於 0.6 之隸屬值去除 

問題

特徵

建議 
文件 

食物 血壓 皮膚 水 果

芳 香

味 

Doc1  0.78  0.94 
Doc2   0.61 0.7 … … … … …

… … … … …

 
根據表 3 經由 α-cut 的設定去存不必要的

資訊建構概念點陣如圖 5 表示。 

圖 5 FFCA 根據表 3 建構概念點陣 

 
在本研究中，收集好問題特徵的資料以及

預先建立好的衛生教育文件，再者對兩種資料

進行比對，再 FCA 方法裡只能知道問題的特徵

與文件有關係存在。但是在本研究中提出的

FFCA 方法可以知道不只是有無關係，進而得

知關係的程度，對此可以針對病患所需，回應

最適當的衛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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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驗步驟規劃 

本研究規劃，當病患不確定或者想知道屬

於自己的衛生教育(衛教個人化)我們收集該病

患的生活作息與飲食習慣等資訊，再進行前置

處裡，再者可以得到沒有雜亂資訊，然後對該

資訊進行分類，如表 1 表示。可以知道該病患

的病情與適合的衛教資訊。 
利用 FFCA 對兩者之間的程度分類，也就

是病情特徵與衛教之間需要告知的程度關係

如表 2 表示。最重要的一部份是 α-cut 的參數

設定，它是於資訊的劃分，若高於此参數便資

訊留下以當作於最適當，反之為不重要，本研

究設定 α-cut＝0.6，將數值高於 0.6 的 隸屬值

視為對該病患符合且有意義之資訊。那麼藉由

此方法可以把次要部份與毫無影響的值去

除，留下的是最為重要的資訊，如表 3 表示，

藉由資訊與糖尿病本體知識做符合(match)的
動作自動建構出屬於病患的個人化衛生教

育。表 4 為本研究所假設最後輸出結果。 
 

表 4 個人化衛生教育 FAQ 結果 
問：我的血壓在 136/95 毫米汞柱、體重在

85 公斤，在呼氣時有時會有水果的氣味，請

問我該怎麼辦？ 
答： 
XXX 患者： 

你可能發生於第 2 型糖尿病，多半是年

紀較大者，也是經常伴有一些誘發因素，例

如感染、中風、急性心肌梗塞、或使用類固

醇、利尿劑等藥物。 
 

造成高血糖原因有： 
 自行減少或停止使用降血糖藥物 
 飲食過量 
 情緒壓力 
 高血糖可能的症狀有： 
 口渴、多尿、體重驟減、噁心、嘔吐、

腹痛、皮膚乾燥、脫水、心跳加速 
 呼吸深而快、呼氣有果味 

建議您的衛教： 
 遵守醫囑按時、按量服用抗糖尿病藥

或注射胰島素 
 遵守飲食計畫 
 定期檢測血糖或尿糖 

 
在本研究中，先使用 FFCA 來判斷該病患

的情形與衛生教育的關係，再者對病患與衛生

教育資料計算之間的模糊程度，若在衛生教育

裡中對於某種病症出現頻率越高的屬性就給

予越高的隸屬值，將給予最適當於病患的衛生

教育的資訊。 
在實驗環境裡，採用的資料為醫院網站糖

尿病用藥衛生教育的領域，本研究的步驟為： 
(1) 從網路上先收集相關糖尿病的衛教資

訊，尋求專業醫師的建議、圖書的知識收

集進行資料收集與訪談以建立糖尿病本

體知識庫。 
(2) 建立病患和醫師的平台，透過資料挖掘，

當中擷取到兩者之間的隱藏關聯資訊。 
(3) 利用這些關聯來表達病患、醫生、與衛教

文件之間內隱知識的相關性。 
(4) 利用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計算出病患真

正要表達的語意，該語意與文件之間的知

識程度是否符合。 
(5) 建立決策支援系統供病患、醫師、護理人

員做參考。 
圖 6 為我們上述 5 點步驟預期的系統架

構： 

圖 6 本體知識系統架構 
 
其中本研究的本體知識庫的結構是以糖

尿病的衛生教育為基礎，執行描述邏輯的推

理，在糖尿病的領域裡，本研究把病情、症狀、

藥品名、病人的語義、衛生教育等分別建立每

個的類別概念，而每個概念和概念之間的會有

某種關係的存在。如圖 7 表示，本研究利用

Protégé 建立每個類別、概念與概念之間、父子

概念之間是否有關聯性。 
也就是說，在糖尿病與症狀之間並沒有直

接關係，症狀有可能是單獨存在，如體重過

重，或者兩到三種存在，如口渴、體重過重、

血糖值高。在本研究利用RacerPro推理機[26]針
對糖尿病領域本體中的症狀與糖尿病是否有

直接關聯、邏輯描述的正確性以及隱含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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