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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临床医学术语体系建设路径与实践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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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医学术语标准理论与实践研究经验，阐述中文临床医学术语体系建设路径，包括顶层框架设
计、底层内容建设、关键技术平台研发等，有助于实现国内临床医学信息的规范表示、互通共享与挖掘利

用，并对我国乃至其他母语非英语国家的医学术语标准化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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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科技创新２０３０——— “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

专项课题 “中文医学术语体系构建” （项目

编号：２０１９ＡＡＡ０１０４９０１）。

１　引言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共
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基本路径与

根本目的。术语指用于命名特定领域概念的名称，

医学语言丰富，临床数据种类多，产生了大量临床

医学术语。临床医学术语体系对临床常用术语及其

相互关系进行描述与组织。建设临床医学术语体系

的主要目标是对临床诊疗活动中所使用的基本语言

进行规范命名与统一界定，以解决临床医学术语命

名重复、内涵外延不清晰、文字表达和语义理解不

一致等问题，促进健康医疗大数据互联互通、共建

共享以及电子病历等现实世界数据的再次科研利

用，加快医疗卫生信息标准化进程与 “健康中国”

战略落地实施。

《系统化临床医学术语集》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ｅｄＮ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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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ｅｒｍｓ，ＳＮＯＭＥＤＣＴ）

等国外产权的临床医学术语体系规模体量庞大、语

义关系丰富、更新维护持久、全球应用广泛［１－２］，

已成为国际主流标准。我国主要采取引进翻译、自

主审定名词与融合创新构建中医药学术语标准等方

式，编制了 《国际疾病分类法》第 １０次修订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Ｖ１０，ＩＣＤ－

１０）中文版、《常用临床医学名词》和 《中国中医

药学主题词表》等；但各中文医学术语标准之间相

对独立，缺乏映射关联，尚未形成能够覆盖临床医

学全主题、支撑健康医疗大数据联通交互与分析利

用的大规模、权威性体系。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在４０余年医

学术语标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探索出

一条借鉴融合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中文临床医学术

语体系建设之路，其中涉及顶层框架设计、底层内

容建设、关键技术平台研发、与国际临床医学术语

体系映射互操作等重要环节。目前初步建成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中文临床医学术语体系，覆盖１４个

维度、２０余万概念、６０余万术语及上百种语义关

系类型。本研究对中文临床医学术语体系建设路径

与应用实践进行探索，以期为我国及其他非英语国

家的医疗卫生信息标准化建设提供借鉴。

２　国内外发展现状

２１　国外

２１１　总体情况　国际卫生机构、欧美等发达国

家十分重视临床医学术语体系标准化建设。世界卫

生组织 （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国际卫

生术语标准开发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Ｔｅｒｍｉｎｏｌ

ｏｇ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ＨＴＳＤＯ）、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Ｕ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Ｍｅｄ

ｉｃｉｎｅ，ＮＬＭ）、美国雷根斯基夫研究院 （ＵＳＲｅ

ｇｅｎｓｔｒｉｅ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Ｕｓｅ，

ＩＣＨ）等机构持续投入，长期开展 《国际疾病分类

法》［３］、ＳＮＯＭＥＤＣＴ［４］、 《临床药物标准命名术语

表》（ＲｘＮｏｒｍ）［５］、《观测指标标识符逻辑命名与编

码系统》 （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ｓＮａｍｅｓａｎｄ

Ｃｏｄｅｓ，ＬＯＩＮＣ）［６］、《监管活动医学词典》（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ｆｏ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ＭｅｄＤＲＡ）［７］等术

语标准编制与更新［８］，在全球临床医学术语命名统

一及健康医疗大数据互联互通中发挥积极作用［９］。

２１２　ＳＮＯＭＥＤＣＴ　国际公认最庞大的临床医学

术语集。最初由美国病理学会 （Ｕ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ＣＡＰ）于１９６５年编著出版。历

经５０余年的发展，ＳＮＯＭＥＤＣＴ层级体系从最初４

个轴扩展为当前１９个，内容覆盖疾病、临床发现、

身体结构、生物体、化学物质、物理对象、物理

力、标本等临床医学信息；２０２２年３月１日发布的

ＳＮＯＭＥＤＣＴ国际版包含３６１７８０个概念、１５７９４６８

条术语及２７８种语义关系类型、７１７０２３８条关系实

例 （绝大部分具有方向性），并给出８９４１条概念定

义信息。从 ２００７年 ４月起 ＩＨＴＳＤＯ接手 ＳＮＯＭＥＤ

ＣＴ维护、发布及知识产权等相关事宜。２０２２年成

员包括４３个国家和地区并已向３万余个人和组织颁

发了会员执照。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

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指定 ＳＮＯＭＥＤＣＴ为临床信

息系统的术语参考标准，超过２５个会员方可免费

使用标准，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开展了临床记

录、知识表示、汇聚和分析等不同程度的应用。

２２　国内

２２１　总体情况　近４０年来我国政府机构、科研

院所相继开展中文临床医学术语编制与推广实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

会、中华医学会、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

所等机构深入开展中文医学术语标准研制及国际医

学术语的翻译融合，推动了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和

医学科技创新发展。我国临床医学术语标准化工作

主要分为３种模式：引进翻译、自主审定名词与融

合创新构建中医药学术语标准，部分医疗健康信息

化组织发布了自建的医学术语集 （如浙江数字医疗

卫生技术研究院 ＯＭＡＨＡ七巧板医学术语集）。尽

管我国已在中文临床医学术语标准化工作中取得不

少成就，但仍然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为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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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之间相对独立、缺乏映射关联且尚未形成能够

覆盖临床医学全学科主题、支撑健康医疗大数据联

通共享与分析利用的中文临床医学术语体系。

２２２　引进翻译　现代医学源自西方，引进翻译
国际医学术语标准是母语非英语国家常用的一种医疗

卫生信息标准化模式。我国已完成疾病、手术操作、

检查检验、药物不良反应等子领域的国际临床医学术

语体系本地化改造，代表性成果包括ＩＣＤ、ＩＣＤ－９－
ＣＭ－３、ＬＯＩＮＣ、ＭｅｄＤＲＡ的中文版。其中 ＩＣＤ－１０
中文版是我国病案首页中疾病诊断的主要参考编码，

由设置于北京协和医院的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合作

中心于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编译完成。２００１年原卫生部要
求从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起所有住院患者信息编码强制
采用该标准［１０］。中华医学会及有关医疗机构更新编

译ＩＣＤ－１１中文版，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印发，要求各地采用，未来将逐步投入临床应

用。中国医疗信息化行业奠基人李包罗教授于２００３
年前后组织翻译了 ＳＮＯＭＥＤＣＴ早期版本，推动了
国内医学信息学的发展壮大。

２２３　自主审定名词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全
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中文临床医学名词审

定发布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２０１９年底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发布 《常用临床医学名词》，主题覆盖内、

外、妇、儿、肿瘤等 ３０个临床专业，术语细分疾
病诊断、症状体征、手术操作和临床检查 ４个类
别，总数共计４２０００余条，适用于我国各级各类医
疗卫生机构临床病历及各类临床文书中相关内容的

书写。从１９８９年至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
会已陆续公布妇产科、口腔科、医学遗传学、心血

管病学、外科、中医药学等权威医学名词分册 ４５
本，要求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以及新闻出

版等单位遵照使用。

２２４　融合创新构建中医药学术语标准　中医药
学术语标准是全世界传统医学信息标准化实践的典

范。先后发布国家标准 《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

（ＧＢ／Ｔ１５６５７－１９９５）、《中医临床诊疗术语》（ＧＢ／
Ｔ１６７５１－１９９７）、 《中医基础理论术语》 （ＧＢ／Ｔ
２０３４８－２００６）以及 《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

国际标准》［１１］等术语标准，基本满足海内外中医药

学及相关行业的医疗、教学和科研人员的使用及交

流需要。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参照

《医学主题词表》（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Ｈｅａｄｉｎｇｓ，ＭｅＳＨ）
及ＳＮＯＭＥＤＣＴ体系架构，编辑出版 《中国中医药

学主题词表》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ｅａｄｉｎｇｓ，ＴＣＭｅＳＨ）及 《中医临床术语系统》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ＴＣＭＣＴＳ），在中医药学领域术语规范和数
据库建设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３　建设路径探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长期深入开展

中文医学术语标准相关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面向

中外文生物医学文献信息组织需要编制出版 《中文

医学主题词表》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Ｈｅａｄｉｎｇｓ，
ＣＭｅＳＨ）、《中文一体化医学语言系统》（ＣｈｉｎｅｓｅＵ
ｎｉｆｉｅ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ＣＵＭＬＳ）、 《科技知
识组织体系》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ＫＯＳ）（医学部分）。２０１７年起
承担院校创新工程 “中文临床医学术语系统构建研

究”项目，２０２０年起主持科技创新 ２０３０——— “新

一代人工智能”重大专项课题 “中文医学术语体系

构建”，２０２１年执行中国－世卫组织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双
年度合作项目 “中文临床医学术语框架体系及在呼

吸系统疾病中的试点研究”，逐渐探索出一条借鉴

融合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中文临床医学术语体系建

设之路，其中涉及顶层框架设计、底层内容建设、

关键技术平台研发、与国际临床医学术语体系映射

互操作等重要步骤，见图１。

图１　中文临床医学术语体系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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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顶层框架设计

面向我国医疗健康和现实世界数据研究需求，制

定中文临床医学术语体系顶层框架，内容涵盖常见疾

病、解剖部位、临床表现、检查检验、手术操作、化

学药品等领域重要概念；设计语义知识模型，规划概

念间等级关系 （ｉｓ＿ａ）和表示临床信息的具体语义
关系，用以解决临床用语同义、多义、表达不规范

及语义缺失等问题；制定中文临床医学术语统一编

码规范，便于永久管理及后续互操作映射。

３２　底层内容建设

遵照顶层框架设计，沿着术语 －概念 －知识这
一脉络，分专科完成底层内容建设。多渠道收集我

国已有卫生信息标准与临床医学术语数据，以概念

为单元完成同义术语汇聚，进而建立概念之间的语

义知识关联。邀请临床、科研等多方专家参与内容

审核，提高术语体系的科学性、实用性及完整性。

中文临床医学术语体系建设的核心是大规模多源异

构异质的中文临床术语采集、抽取、发现与整合。

本研究提出自顶向下的多类型词表同义整合，以及

自底而上的多源临床实体发现与标准化共两条不同

的路线完成这一关键过程，见图２。当前我国已经
积累了多种类型的临床医学术语资源，包括国际临

床医学术语表 （如 ＩＣＤ－１０、ＩＣＤ－９－ＣＭ）的中
文翻译及本地化改造版本、国家标准 （如 《疾病分

类与代码》ＧＢ／Ｔ１４３９６－２０１６）、卫生行业标准 （如

《结核病分类》ＷＳ１９６－２０１７）、劳动安全行业标准
（如 《社会保险药品分类与代码》ＬＤ／Ｔ９０－２０１２）
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 《常用临床医学名

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等，具有极高的继承和

发展价值；经一系列的清洗、去重、编码等数据预

处理，这些资源中的临床医学术语可通过来源表颗

粒度判别与控制［１２］，完成对来源表已有同义关系的

继承；进一步利用词频余弦相似度、Ｊａｃｃａｒｄ系数等
多种文本相似度算法，开展来自不同词表的术语同

义计算，从而实现以概念为基本单元的同义术语汇

聚；借助概念的定义、语义类型等属性及上下位语

义关系，对同形异义的歧义术语添加特定标识以示

区别。

图２　 基于大数据技术与智能计算的多源异构

中文临床医学术语发现与整合框架

３３　关键技术平台研发

研究自动采集存储、术语同义整合、语义关系计

算等术语体系构建的关键技术，开发多人协同加工审

核平台及术语检索展示平台，实现计算机辅助人工的

大规模术语体系建设模式，提升建设效率与内容一致

性。互联网信息时代背景下，临床医学术语的另一个

主要来源是健康医疗大数据，包括电子病历、个人健

康档案等临床真实世界数据，医患之间便捷交流的在

线健康社区 （如好大夫、医享网等），以及呈爆炸式

增长的医学科技文献等，见图 ２。命名实体识

别［１３］、新词发现［１４］等大数据技术使得从多源异构

异质的健康医疗大数据自动智能发现临床医学实体

成为可能；而卷积神经网络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ＮＮ）、双向长短时记忆网络 （Ｂｉ－ｄ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ｎｇ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Ｍｅｍｏｒｙ，Ｂｉ－ＬＳＴＭ）、双向编

码器表征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ｃｏｄｅ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ｓ，ＢＥＲＴ）等深度学习模型已成功应用

于临床实体标准化过程［１５］，实现自底而上的临床医

学术语补充与更新完善，提升临床医学术语体系对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覆盖度与兼容性。

３４　与国际临床医学术语体系映射与互操作

基于术语统一编码开展中文临床医学术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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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术语标准 （如 ＩＣＤ、ＳＮＯＭＥＤＣＴ等）的映
射与互操作研究，促进中文医学术语体系与国际术

语标准的融合共进，提高我国在全球医疗卫生信息

标准化中的话语权与国际地位。

４　建设实践探索

经过５年多的建设实践探索，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学信息研究所重点结合我国临床实践活动和电子

病历类真实世界数据，参考ＳＮＯＭＥＤＣＴ、ＩＣＤ等国
际临床医学术语体系，遴选 《常用临床医学名词》、

名词委医学名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标准

《疾病分类与代码》 （ＧＢ／Ｔ１４３９６－２０１６）等临床
医学术语标准并将其作为素材的主要来源，通过计

算机自动的术语同义归并与专业人员加工审核，初

步建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中国特色的中文临床医

学术语体系。具体而言，术语体系覆盖疾病、解剖

部位、临床表现、有机体、诊疗项目、技术和方

法、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医用设备、器械和材

料、临床医学物质、心理行为、环境地理、人口学

及社会经济学特征、诊查对象共１４个维度［１６］，收

录２０余万个概念、６０余万个术语，以及临床表现、
治疗药物、并发症等上百种细分语义关系类型。以

肺炎为例，术语内容包括中英文术语、释义、上下

位关系、细分语义关系、与ＩＣＤ－１１映射等 （非疾

病类术语的微观结构与此一致，区别在于细分语义

关系类型不同），见图３。此外以呼吸疾病为例，完
成了语义知识丰富与试点应用研究；在收集１０００
万篇中文医学核心期刊数据、２万份电子病历、
８０００条健康社区帖子的基础上，正在开展多来源健
康医疗大数据的命名实体识别与融合深度学习的临

床实体标准化，预期建成超过１００万条中文临床医
学术语的知识体系。未来将重点考虑从内容完善、

中西医术语融合、更新机制、开放服务及应用推广

等方面继续推进。

图３　中文临床医学术语体系详细内容示例

５　结语

引进翻译与自主创新是建设中文临床医学术语

体系两条不同的路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

究所在多年医学术语标准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的基

础上，初步探索出一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临

床医学术语体系建设之路，助力实现中文临床医学

信息的规范表示、互通共享与挖掘利用，并对我国

乃至其他母语非英语国家的医疗卫生信息标准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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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借鉴。未来将在加强术语内容建设之余利用电子

病历等现实世界数据进行质量验证，以及开展专科

电子病历模板定制等应用研究。鉴于临床医学数据

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加之中文表达的多样性与多义

性，在我国建设大规模、高度权威的临床医学术语

体系依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ＭｏｓｔａｆａＪ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ＳＮＯＭＥＤＣＴ，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２８（９）：２０１７－２０２６．

２　ＫｈｏｒｒａｍｉＦ，ＡｈｍａｄｉＭ，ＳｈｅｉｋｈｔａｈｅｒｉＡ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ＳＮＯＭＥＤＣ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

ｖｉｅｗ［Ｊ］．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８（２４８）：２１２－２１９．

３　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ＣＤＨＯＭＥ

［ＥＢ／ＯＬ］．［２０２２－０８－０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ｄｃｇｏｖ／

ｎｃｈｓ／ｉｃｄ／ｉｃｄ１０ｈｔｍｌ．

４　ＳＮＯＭ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ＮＯＭＥＤＣＴＨＯＭＥ［ＥＢ／ＯＬ］．

［２０２２－０８－０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ｎｏｍｅｄｏｒｇ／．

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ＲｘＮｏｒｍＨＯＭＥ［ＥＢ／ＯＬ］．

［２０２２－０８－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ｍｌｓ／ｒｘｎｏｒｍ／．

６　Ｒｅｇｅｎｓｔｒｉｅ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Ｉｎｃ ＬＯＩＮＣ ＨＯＭＥ ［ＥＢ／ＯＬ］．

［２０２２－０８－０８］．ｈｔｔｐｓ：／／ｌｏｉｎｃｏｒｇ／．

７　ＩＣＨＭｅｄＤＲＡＨＯＭＥ［ＥＢ／ＯＬ］．［２０２２－０８－０８］．ｈｔ

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ｄｄｒａｏｒｇ／．

８　ＢｏｄｅｎｒｅｉｄｅｒＯ，ＣｏｒｎｅｔＲ，ＶｒｅｅｍａｎＤＪＲｅｃ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ＳＮＯＭＥＤＣＴ，ＬＯＩＮＣ，

ａｎｄＲｘＮｏｒｍ［Ｊ］．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２０１８，

２７（１）：１２９－１３９．

９　任慧玲，李晓瑛，邓盼盼，等国际医学术语体系进展

及特色优势分析 ［Ｊ］．中国科技术语，２０２１，２３（３）：

１８－２５．

１０　李丹亚，李军莲 医学知识组织系统：术语与编码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１１　李振吉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 ［Ｍ］．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２　李晓瑛，李丹亚，钱庆，等面向知识组织系统整合的

英文同义关系自动发现算法研究 ［Ｊ］．现代图书情报

技术，２０１４（５）：２６－３２．

１３　王红，王彩雨中文医疗命名实体识别方法研究综述

［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１，３６

（２）：１０９－１１７．

１４　李晓瑛，蔡妙芝，李军莲，等面向文献组织的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知识图谱构建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１，４２（３）：８－１３，１９．

１５　李明洋 面向中文电子病历的临床术语标准化研究

［Ｄ］．北京：北京交通大学，２０２１．

１６　冀玉静，孙海霞，邓盼盼，等中文临床医学术语系统

分类框架设计原则与构建思路 ［Ｊ］．中华医学图书情报

杂志，２０１８，２７（１１）：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檪

殏

殏殏

殏

２７－３２．

《医学信息学杂志》版权声明

　　 （１）作者所投稿件无 “抄袭”“剽窃”“一稿两投或多投”等学术不端行为，对于署名无异议，不涉及保密与知

识产权的侵权等问题，文责自负。对于因上述问题引起的一切法律纠纷，完全由全体署名作者负责，无需编辑部承担连

带责任。（２）来稿刊用后，该稿包括印刷出版和电子出版在内的出版权、复制权、发行权、汇编权、翻译权及信息网

络传播权已经转让给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除以纸载体形式出版外，本刊有权以光盘、网络期刊等其他方式刊

登文稿，本刊已加入万方数据 “数字化期刊群”、重庆维普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清华同方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中邮阅读网。（３）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不再另行发放。作者如不同意文章入编，投稿时敬

请说明。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７·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８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