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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近１０年来中医药领域本体研究进行文献调研、筛选和统计，梳理中医药领域现有本体相关研
究进展、本体主题分布情况，总结当下中医药本体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中医药领域

本体构建与应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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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生物医学大数据研究领域，本体作为支持异构

信息标准化和智能分析处理的一种有效手段，已经普

遍应用于数据分析、检索、整合、共享与再利用等场

景，成为生物医学领域资源组织的重要方式［１］。

与此同时，围绕中医药领域本体展开的研究也

在逐渐增多。有学者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如

李兵等［２］从中医药领域本体构建的３个方面进行综
述；田甜等［３］对本体在中医药领域应用的现状进行

梳理等。上述研究用举例说明的形式对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中医药领域本体研究进行总结。近 １０年来，中
医药领域本体的研究与实践取得新的进展，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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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对中医药领域本体研究现状的系统梳理，以及

对本体文献研究类型与本体主题的量化分析，因此

亟需全面梳理研究现状，以应对当下大数据环境下

中医药知识表示与组织的需求。

在中医药领域本体构建与应用中，有４个重要
的环节。其一，形式化表达是促进计算机理解与推

理的重要前提［４］。其二，复用顶层本体能够有效实

现知识共享与重用［５］，减少 “闭门造车、各自为

战”的倾向［６］，促进本体间的互通。其三，映射或

复用周围其他本体可以避免知识的重复性，减少大

量本体的重复建设与储存，提升本体间高质量的互

操作［７］。其四，由于提倡可发现 （ｆｉｎｄａｂｉｌｉｔｙ）、可
访问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可互操作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和可重用 （ｒｅｕｓａｂｉｌｉｔｙ）的 ＦＡＩＲ原则［８］对科学数据

领域的巨大影响，科学数据的可发现性与可访问性

已大大提高［７］，科学数据是否共享逐渐成为中医药

领域本体构建与应用的重要内容，在科学数据元中

心开放元数据访问的情况下，能够有效促进本体间

的关联与融合。

因此，本文首先对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国内外相关文
献进行调研，梳理近１０年中医药领域本体的研究
与实践，对上述４个指标情况及本体所涉及的主题
分布进行量化统计。其次，对现有中医药领域本体

进行归纳总结。最后，根据研究现状提出建议，展

望中医药领域本体的未来发展，以期为我国中医药

领域本体构建与应用提供借鉴。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文献检索和筛选

首先对中医药本体研究进行文献调研，在中国

知网、万方医学网、ＰｕｂＭｅｄ、ＳｉｎｏＭｅｄ中使用高级
检索，检索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的文献。中国知网检索

式：（（（全文＝中药）并且 （全文＝本体））或者
（（全文＝中医）并且 （全文 ＝本体））） （精确匹
配）。万方医学网检索式：（（“中医”）ＡＮＤ（“本
体”））ＯＲ（（“中药”）ＡＮＤ（“本体”））。ＰｕｂＭｅｄ
检索式：（（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ｏｎｔｏｌ
ｏｇｙ））Ｏ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ｏｎ
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Ｏ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Ｏ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
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ａ））。ＳｉｎｏＭｅｄ检索式：
“中医”［常用字段：智能］ＡＮＤ“本体” ［常用字
段：智能］ＯＲ“中药” ［常用字段：智能］ＡＮＤ
“本体”［常用字段：智能］。对以上检索到的文献

进行人工筛选。

２２　结果统计

２２１　内容分布　依照以上文献检索步骤，共获
得文献１２６篇。按照文献研究主题与研究内容进行
分类得到本体综述、本体方法学研究和本体构建及

应用３类。其中综述共计２９篇，方法学６篇，本体
构建或应用共计９１篇，见图１。

图１　中医药领域本体文献研究类型年代分布

２２２　年代和主题分布　对９１篇本体构建与应用
文章逐一阅读，按照研究内容和主题进行分类，其

主要分布主题及发表年代，见表１。

表１　本体构建与应用文献按年代和主题统计 （篇）

时间 （年） 疾病 证候 症状体征 中药 方剂 针灸 中医基础理论 临床诊疗应用型 其他

２０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２ １

２０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２ １ １ ２ ０

２０１２ ０ ０ ２ ０ ３ ０ ０ ４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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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２０１３ ０ ２ ０ ０ １ ０ １ ３ １

２０１４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１ ３ １

２０１５ ０ １ ０ ３ ０ ０ ０ ３ ２

２０１６ ０ ０ １ ０ ２ ０ ０ ４ ２

２０１７ ０ ０ ３ ０ ０ ０ １ ６ ２

２０１８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４ １

２０１９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２ １

２０２０ １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２０２１ ０ ０ ０ ２ ０ ０ ０ ３ ０

合计 １ ４ ７ １０ ９ ５ ６ ３８ １１

２２３　指标分布　根据９１篇本体构建与应用文献
中所构建的本体是否具有形式化表达、是否复用顶

层本体、是否映射或复用其他本体、是否支持科学

数据共享４个指标进行统计，通过对其明确提及或
可用判断的指标统计可知，其中具有形式化表达为

５８篇，复用顶层本体为６篇，映射或复用领域其他
本体为５２篇，科学数据共享为４篇。本文４个指标
的判定标准如下。（１）形式化表达。文献中所构建
的本体是否对相关概念进行定义，即是否使用本体

语言进行属性定义。（２）复用顶层本体。文献中所
构建的本体是否复用现有生物医学顶层本体。（３）
映射或复用其他本体。所构建的本体是否与相关术

语集、标准、指南进行映射或复用领域内相关本

体。（４）科学数据是否共享。是否有渠道进行下载
或浏览本体。

３　分析与思考

３１　现状统计

基于上述文献调研结果发现，中医药本体研究

作为一个细分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得到了学界的持

续关注。其中，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是一个较长的热点时
期，所发表的本体构建与应用的文章每年１０篇左
右；尤其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不仅本体构建与应用的研
究较多，还进行了一些方法学的研究。２０１９年以来
则相对平稳，本体构建与应用的文章每年基本在４
篇左右。

本体按作用可以分为 “作为增强版受控术语

集”（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的参考本体、
知识库本体和元数据本体［９］。中医药领域的本体研

究主要集中在前两类，元数据本体也有少量研

究［１０－１１］。参考本体是传统术语系统的继承和发展，

基于文献统计数据，在 “理－法－方－药”各个子
领域都开展了相关探索和研究。其中中药、方剂子

领域，由于其语义模型相对简单，研究相对较多，

落地应用也更成熟。相比证候，中医疾病由于缺少

实际应用场景，仅见１篇基于分类统计的传统医学
疾病本体构建研究［１２］。中医基础理论方面，主要有

治则治法［１３］和病因病机［１４］的本体研究，未见阴阳、

五行等顶层概念的本体建模研究。知识库本体主要

集中在临床诊疗应用研究方面，研究者参照中医临

床诊疗指南或教科书等共识知识构建，针对专科专

病进行探索［１５－１６］，如中医哮喘领域本体［１７］、银屑

病诊疗本体［１８］等，来支持临床辅助决策等场景。其

他研究则主要是基于本体在知识分类和映射，尤其

是古今中医药知识在连接方面的优势，研究者进行

了多个子领域的探索，包括中医骨伤古籍本体［１９］，

基于本体的中医古籍文献数据库构建［２０］，基于针灸

本体的古籍文献检索［２１］等。

３２　分析与思考

３２１　大多数中医药领域本体未使用顶层本体　
顶层本体可以为中医药领域本体提供其所需的先辈

术语，进而提供公共总体框架。中医药领域顶层本

体不仅是将领域本体与通用顶层本体相联系的基

础，还是中医药领域本体共享性、互操作性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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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２２］。通过文献调研，在近１０年中医药本体构建

与应用文献中，仅有６５９％ （６篇）对顶层本体进

行复用，在对顶层本体的复用选择上，生物医学顶

层本体方面主要以通用形式化本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ｏｒｍａｌ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ＧＦＯ）、基本形式本体 （ｂａｓｉｃｆｏｒｍａｌｏｎｔｏｌ

ｏｇｙ，ＢＦＯ）、推荐的顶层融合本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ｕｐｐｅｒ

ｍｅｒｇｅｄ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ＳＵＭＯ）等顶层本体作为知识表达

模型，中医药顶层本体主要以中医药学语言系统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Ｃ

ＭＬＳ）为参照。高成勉等［６］提出要在中医顶层本体

的构建基础上加强应用探索，并基于此提出中医药

本体构建应以知识的开放共享、互通互联作为本体

构建与应用的基本宗旨，连接现有国内外中西医顶

层本体，从而实现相互映射、知识整合的目标；董

燕［２３］通过对中医临床术语系统、医学系统命名法－

临床术语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ｅｄ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ｅｒｍｓ，ＳＮＯＭＥＤＣＴ）、ＳＵＭＯ、ＢＦＯ的顶层

分类进行比较研究，并尝试将其顶层分类进行对

应，分析其顶层本体之间的映射情况。但由于传统

的中医学理论有独特的体系架构，无论是哲学起

源，还是中医药术语的语义和语境，都与西医的知

识体系有着极大差异，因此大多数中医药领域本体

在复用生物医学顶层本体时，存在着语义表达的困

难和中西概念体系的矛盾［５］。并且中医药领域本体

的构建与中医理论研究关系密切，因此在与生物医

学顶层本体对接时存在部分不适用的情况。这些都

影响着中医药领域本体对顶层本体的复用。

３２２　与已有标准、术语集、本体的协同映射不

足　本体作为支持异构数据标准化的重要工具，其

可以通过与其他本体或标准之间的协同映射来实现

消除数据异质性、整合多来源数据的目的。通过文

献调研可知，５７１４％ （５２篇）本体构建与应用研

究采用了映射的方式，但其中部分是对相关标准、

指南、教科书等进行映射，而与本体进行直接映射

的研究较少。崔家鹏等［２４］在构建脾脏象理论体系知

识本体时，为保证术语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在

处理中如发现不同的辞书包含同一名词，则将 “释

义”合并至同一 “全名”条下，但保留各自的出

处。崔一迪［１８］在寻常型银屑病中医诊疗本体的构建

中，并未发现有高质量的相关领域本体可复用，在

本体映射中主要参照国际疾病分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ＣＤ），并映射 ＩＣＤ１１的疾

病编码。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与现有中医药领域本

体的数据共享不足有关，获取相关领域的本体数据

较难，并且本体数据共享之间缺乏有效机制。

３２３　中医药领域本体形式化表达有待加强　在

本体构建过程中，网络本体语言 （ｗｅｂ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ＯＷＬ）作为语义网中的一项核心技术语言，

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形式化语言。ＯＷＬ的一个关键特

点是具有描述逻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ｌｏｇｉｃｓ，ＤＬｓ）。描述

逻辑可以通过计算来实现本体的逻辑推理等功能，

其主要是基于一阶逻辑的模型论来进行形式化语义

表达。６３７４％ （５８篇）本体研究已经基于本体编

辑软件 Ｐｒｏｔéｇé对 ＳｕｂＣｌａｓｓ上下级关系和某些属性

进行了必要条件定义，但使用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Ｔｏ定义全

等关系的本体并不多，在对概念与属性关系的形式

化表达上仍有欠缺。孙静［２５］在构建中医症状本体的

过程中采用了本体构建７步法，但其所构建的顶层

概念缺乏清楚的表达边界，如对 “症状”的概念，

并未清楚表述其内涵与外延。仅通过Ｐｒｏｔéｇé的注解

界面中注明了相关定义，而非形式化表达。并且对

于症状类相关属性等并未给出明确概念，因此这类

本体难以进行本体推理，仅能作为简单的术语集表

示。李明等［２６－２７］构建的中医证候本体，综合参照

了国家标准与 ＳＮＯＭＥＤＣＴ等分类体系与原则，并

基于此对中医证候进行分类与映射，但其对证候的

概念与定义主要是以特征表述的方式，同时对病因

病机等相关概念并未进行形式化定义。由此可见，

在本体技术使用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中医药领域

本体中形式化定义缺乏，无法有效支持计算机理解

概念内涵及属性关系，无法发挥出中医药领域本体

的优越性、数据共享以及互操作性，从而导致本体

应用困难，难以进一步实现关系推理与智能检索分

析等用途。

３２４　本体间的科学数据共享仍有待提高　构建

中医药本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领域内知识的共

享和重用，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本体资源的开

放共享。目前本体的存储格式一般为 ＯＷＬ或 ＯＢ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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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开放格式，具有数据格式标准化方面的天然优

势，能有效支持实现数据的开放和共享。然而，笔

者对上述９１篇本体构建与应用研究进行统计，只

有２２０％ （２篇）［２８－２９］本体构建研究明确提供访问

链接及提供ＯＷＬ格式的本体文件下载，２２０％ （２

篇）本体应用研究提供统一资源定位地址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ｌｏｃａｔｏｒ，ＵＲＬ） 实 现 应 用 系 统 浏 览 访

问［３０－３１］。本体构建后的研究结果无法有效访问，

直接阻碍和影响了同行评议的进行以及后续本体的

复用。后续对相关研究结果的调研和思考，只能参

考文章的描述或截图来进行。提升本体资源的开放

与共享，促进本体间的数据交换与融合，是中医药

领域本体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４　建议

４１　基础理论研究仍有待加深

加深基础理论研究，尤其需要对现有ＢＦＯ等顶

层本体的哲学基础进行学习，并开展与中医理论适

配的调研，探索一套能融合中医与现代生物医学的

顶层本体框架。一方面为中医药领域本体的构建提

供顶层理论指导框架；另一方面，也能真正实现与

现代生物医学知识的语义互操作。

４２　与现代生物医学本体社区之间的联系有待加强

加强与现代生物医学本体社区之间的联系，学

习借鉴其先进的本体理论、方法和技术。如以开放

生物医学本体工场 （ｔｈｅｏｐｅ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ｍｅｄ

ｉｃ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ＢＯＦｏｕｎｄｒｙ）为代表的生物医学本

体开发国际社区，所提出的本体开发原则和流程，

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可以快速、直接地为中医药

领域本体的构建提供理论和技术方面的参考，有效

解决形式化表达不足等技术问题。

４３　中医药本体顶层框架与合作机制有待开发

广泛开展合作，通过学会等载体，建立中医药

领域的本体研究社区，共同研究开发中医药本体顶

层框架和合作机制，建立健全数据共享机制，鼓励

术语标准以结构化形式进行发布，便于复用和映

射；推动构建在顶层本体指导下开放共享的中医药

领域本体，实现不同术语集和标准的融合与协调，

从而有效避免重复建设。

５　结语

本文通过对近１０年中医药领域本体研究现状

的梳理、思考及建议，以期为中医药领域本体的研

究和应用提供借鉴和参考。随着中医药的现代化呈

现出多源异构数据、多学科、多层次、多环节的整

合研究趋势，中医药知识的特殊性、复杂性，使其

与现代生物医学在哲学层面存在着天然的异构。整

合药理学、本草基因学等新兴学科的提出与发展，

为收集、组织、集成和共享复杂异构数据提出了新

的挑战，也为中医药领域本体研究和应用带来了新

的机遇。总之，未来中医药领域本体研究工作任重

而道远，后续笔者团队将与相关研究者一起，从激

励机制、社区建设、基础理论研究、交流合作与培

训等方面，逐步落实这些建议，为中医药信息和智

能化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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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学杂志》开通微信公众号
《医学信息学杂志》微信公众号现已开通，作者可通过该平台查阅稿件状态；读者可

阅览当期最新内容、过刊等；同时提供国内外最新医学信息研究动态、发展前沿等，搭建

编者、作者、读者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可在微信添加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医学信息

学杂志”进行确认，也可扫描右侧二维码添加，敬请关注！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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