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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术语标准化建设是资源知识组织与服务的基础。为了充分了解国外术语服务系统的建设与发展
现状，调研国外有代表性的２９个术语服务系统，从创建机构、类型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内
容组织等方面分析国外术语服务系统的发展现状，总结对于国内术语服务系统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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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 “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科技知

识组织体系的协同工作系统和辅助工具开

发” （项目编号：２０１１ＢＡＨ１０Ｂ０２）；中国医

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发展关键问题

研究”（项目编号：１３Ｒ０１０３）。

１　引言

术语作为概念的主要表达形式，承载了科技信

息的核心内容，因此对现有术语信息进行仓储、描

述、组织、开发和利用等标准化工作是科技文献机

构进行知识服务的基础。目前我国的术语信息还没

有建立起统一的服务体系，现有的科技术语标准分

布在各子学科或主题领域，术语覆盖范围与描述能

力相对有限，标准间缺乏关联，未能充分整合与统

一；外文术语本土化汉译，造成词形相同但含义有

差异、概念颗粒度不同等问题［１－２］。随着资源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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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不断加深，传统的知识组织体系也积极探讨

语义环境下的资源组织模式，向着深度揭示知识的

术语服务方向发展。国内也开始积极探索术语服务

系统的建设，目前主要集中于用户管理、词表存储

与管理、术语检索导航与更新、术语发布与应用等

理论层面的系统技术与功能架构［３－７］，目前已有的

在线术语服务系统如 《汉语主题词表》、《中国分类

主题词表》、《中文医学主题词表》、中医药临床术

语集、中医药学语言系统、中医古籍语言系统、中

草药词典系统等，基本仍局限于术语的检索、分类

与导航，并没有大范围的对外公开服务与应用。

为了面向外文科技文献信息的组织和利用，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面向外文科技文献的超级科

技词表和本体建设”项目于 ２０１１年启动，最终
目标是形成科技领域概念 ８０万条。因此，如何
充分利用数量庞大、范围广泛的超级科技词表，

促进科技信息领域的术语标准化建设工作，广泛

应用于科技信息的自动标注、知识组织、深度挖

掘和智能关联服务，是开展科技领域术语服务面

临的关键问题。为了了解国外术语服务系统的建

设现状，本文展开了国外代表性术语服务系统的

调研与分析，以期为国内科技术语服务系统的建

设提供借鉴。

２　资料来源与统计

国内传统的术语服务系统，一般以现有知识组

织体系的术语为基础或纸质词表的电子化，术语数

量较少、领域范围受限，对国内术语服务系统建设

的借鉴作用不大。国外的术语研究较早，应用也比

较成熟，涉及中医药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农业

科学、海洋学、环境科学等多个领域；术语服务的

元数据信息、服务方式、语义深度等，每个系统都

存在着差异，但都结合了各个领域的特征；多数术

语服务系统是公开或免费使用的，有利于开放共享

与动态更新。因此，此次仅选择国外有代表性的术

语服务系统作为调研对象。

根据科技文献及关键词检索，目前共收集了２９
个术语服务系统［８－３６］，见表１。这些系统主要通过
机构、参与者或贡献者等动态更新。

表１　国外术语服务系统名称

平台名称　　　　　 　　机构　　　　　　　 领域　　　 语种　　
ＩＡＴＥ 欧委会 综合 多语种

ＯＣＬＣ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ＣＬＣ 综合 英语

ＯＮＫＩ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ｉｎｎＯＮＴＯ项目 综合 多语种

Ｏｐｅｎ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ｓｙｍｆｏｎｙ 综合 英语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 ｓｙｎａｐｔｉｃａ 综合 英语

ＥｕｒｏＴｅｒｍＢａｎｋｓｙｓｔｅｍ ＥｕｒｏＴｅｒｍＢａｎｋ项目 综合 多语种

Ｆｒｅ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ａｒｌｅｙＩｎｃ． 综合 多语种

ＵＳＧＳＢｉｏ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ＵＳＧＳ 综合 多语种

ＵＭＬＳ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医学 多语种

ＩＳＤ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芬兰信息服务部 医学 英语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ｅｔ／ＭｅｄＴｅｒｍ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ｅｔ 医学 英语

ＮＣＢＩ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ＮＣＢＩ 医学 英语

ＮＣＩＭｅｔａ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ＮＣＩＴｅｒｍＢｒｏｗｓｅｒ ＮＣＩ 医学 英语

ＯＢＯＦｏｕｎｄｒｙｔｅｒｍｌｏｏｋｕｐ 加州大学ＢＢＯＰ项目 医学 英语

ＳＮＯＭＥＤＣＴ ＩＨＴＳＤＯ 医学 英语

ＣＵＬＴＵＲＥＧＲＩＤ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Ｂａｎｋ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文化 英语

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ｒｏｗｓｅｒ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ＮＮ９ＣＥｃｕｌｔｕｒｅ项目 文化 多语种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荷兰国家图书馆 文化 多语种

ＡＩＴ－ＴｏｐｉｃＭａｐ－Ｄｅｍｏ ＲＥＧＮＥＴ项目 文化 多语种

ＣＯＨＳＥ ＳｕｎＭｉｃｒ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生命科学 英语

ＮｅｕｒｏＬｅｘ ＮＩＦ项目 神经科学 英语

Ｇｅｔｔｙ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 盖蒂研究所 社科 多语种

ＦＡＯＡｇｒｏｖｏｃ ＦＡＯ 农业 多语种

ＳＴＷ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莱布尼茨经济学信息中心 经济 英语

ＴＺＯＳ 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ｉａＳａｒｅａｋＥｈｕｎｄｕｚ项目；巴斯克大学 教育 英语

ＵＮＥＳＣＯ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ＵＮＥＳＣＯ 教育 多语种

ＵＳＥＰＡ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 环境 英语

ＭＭＩ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德州农工大学哈特研究所 海洋 英语

ＲａｄＬｅｘ ＲＳＮＡ 放射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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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术语服务系统分析

３１　研制与维护机构

国外对各领域的术语标准化一直比较重视，早

在１９６３年就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术语数据库，
用于多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国外承担术语服务系统

建设或维护的机构，见表２，主要以科研机构、标
准化组织、带有研究性质的政府部门及国际合作项

目为主，医学领域机构如美国的国家癌症研究所、

国立医学图书馆、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加州大

学伯克利生物信息学开放资源项目组及北美放射学

会、芬兰信息服务部等。仅有很少一部分企业从事

术语的标准化建设，如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ｅｔ建立了集成医
学健康术语ＭｅｄＴｅｒｍｓ、文献信息、医患故事等的平
台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ｅｔ［８］，ｓｙｎａｐｔｉｃａ建立了集分类词表、博
客、资源等信息的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９］。总之，
术语信息相关的研究机构，仍是术语标准制定、发

布和服务利用的主体。

表２　创建机构类型及数量 （个）

机构
类型

科研
机构

研究性的
政府机构

国际组织或
合作项目

企业

数量 １３ ５ ５ ６

３２　系统类型

３２１　基本类型分布　根据术语来源及应用方
式，可将这２９个术语服务系统划分为单一型、集
成型、关联型３种，见表３。单一型术语服务系统
的基础为单个词表或机构术语表；集成型术语服务

系统主要以多部词表、本体等知识组织体系为术语

源提供服务；关联型术语服务系统中的术语可来源

于单个或多个词表，但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他文献、

网页资源建立了关联，或嵌入资源库辅助检索。

表３　术语服务系统类型及数量 （个）

系统
类型

单一型术语
服务系统

集成型术语
服务系统

关联型术语
服务系统

数量 ５ １３ １１

目前国外术语服务系统以集成或关联型为主，

多数系统集成了该领域的多部核心词表，如美国地

质调查局的词表服务系统［１０］就收集了生物科学、地

理科学等生物多样性相关的７６部词汇表、１部受控

词表、６部叙词表，作为开展研究的术语基础。单

一型系统仅有 ５个，如神经科学 ＮｅｕｒｏＬｅｘ［１１］、

ＵＮＥＳＣＯ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１２］，其创建目的或服务对象主要

面向单个机构或组织，属于机构内部的术语标准。

因此，术语服务系统创建时应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定

位，仅仅是机构内部小范围的术语标准已经不能满

足信息开发共享的需要，集成与关联才是术语服务

发展的主要方向。

３２２　集成型术语服务系统　根据集成内容及深

度，集成型术语服务系统主要存在系统、元数据、

概念３种集成方式，见表４。简单来讲，将多个来

源表入口放置在相同的术语服务界面或检索列表

中，是系统层面的集成。在系统集成基础上，在术

语属性间或属性值、术语间建立关联，即为元数据

层面的集成。如 Ｇｅｔｔｙ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通过相应字段关

联属性值与其他词表术语，文物名称表元数据 “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ｓ”的属性值与地理位置名称表中术语、“Ｄｉｓ

ｐｌａｙ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属性值与建筑词表中术语关联［１３］。

概念层面的集成，即为提供术语服务的多个知识组

织体系建立术语或概念层面的映射或关联。如

ＵＭＬＳＭｅｔａ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１４］集成了 ＬＯＩＮＣ、ＭｅＳＨ、Ｒｘ

Ｎｏｒｍ、ＳＮＯＭＥＤＣＴ等，术语详细信息界面按来源

表集中显示定义、同义词等；ＧＯ本体术语通过

ＱｕｉｃｋＧＯ展示标注的蛋白质、共标注同一蛋白质的

其他术语等信息［１５］。

术语服务系统的集成方式不仅是传统的界面或

检索入口集成，也开始探索术语来源知识体系间的

互操作，在术语元数据详细信息界面、检索结果视

图展示等多个方面，建立了不同来源词表或语种的

概念映射关系，实现术语、概念及相关资源的集

成。因此，在系统应用界面集成的基础上，概念层

面的集成与映射将是术语服务系统深入研究的集成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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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集成型术语服务系统—集成方式　

集成方式　　 系统数量及名称

系统界面 ６个，包括：ＩＡＴＥ，ＵＳＧＳＢｉｏ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
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ａｘｏｎｏｍｙＷａｒｅｈｏｕｓｅ；ＵＳＥＰＡＴｅｒ
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ｐｅｎ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ＮＣＩ
Ｍｅｔａ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ＮＣＩＴｅｒｍＢｒｏｗｓｅｒ

元数据层面 １个，Ｇｅｔｔｙ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ｉｅｓｗｅｂｓｅｒｖｉｃｅ

概念层面 ６个，包括：ＯＮＫＩ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ＥｕｒｏＴｅｒｍ
Ｂａｎｋｓｙｓｔｅｍ，ＵＭＬＳ，ＭＭＩ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ｒｅ
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Ｆｒｅ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ＢＯＦｏｕｎｄｒｙｔｅｒｍｌｏｏｋｕｐ

３２３　关联型术语服务系统　关联型术语服务系

统主要有五种关联方式，见表５，即：在术语的详

细信息界面关联数据库或资源；在术语的等级树或

范畴树结构中关联实例；在术语元数据中增加实例

字段；将术语库嵌入数据库辅助资源检索；在资源

中揭示术语。

表５　关联型术语服务系统—关联方式

系统名称 关联方式

ＳＴＷ Ｔｈｅｓａｕｒｕｓ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术语名称后关联商品数据库中实体
对象

ＩＳＤ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ｏｐｉｃ”与医学领域热点主题及统
计数据关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ＧＲＩＤ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Ｂａｎｋ

嵌入 ＣＵＬＴＵＲＥＧＲＩＤ数据库辅助
检索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ｅｔ／ＭｅｄＴｅｒｍｓ 术语关联医学图片、文献、新闻
等，且辅助资源检索

ＦＡＯＡｇｒｏｖｏｃ 与１１部农业领域 ＫＯＳ实现对齐，
辅助资源检索

ＣＯＨＳＥ 在文献中标记 ＧＯ本体术语，关联
ＰｕｂＭｅｄ资源

ＮＣＢＩ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术语界面关联外部资源信息、Ｅｎ
ｔｒｅｚ数据库记录数量

ＯＣＬＣ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提供与ＷｏｒｌｄＣａｔ库的链接

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ｒｏｗｓｅｒ 关联图片、作品、任务等资源

ＲａｄＬｅｘ 字段 “ｓａｍｐｌｅｉｍａｇｅｓ”关联文献中
图片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Ｍａｎｕ
ｓｃｒｉｐｔｓ

树导航中提供图片链接及数量；索
引词表辅助检索

总之，术语与资源的关联机制主要从术语库、

资源库两个方面建立的，两个方向的关联都至关重

要。因此，建立致力于知识组织与挖掘的术语服务

系统，既要考虑从术语元数据、术语信息视图等术

语库方面设置到外部资源的知识链接，也要从资源

库角度探索基于术语服务系统的关键词推荐、智能

检索、文献内容深度挖掘等服务。

３３　服务内容

术语服务的基础一般为词表或术语表中的术

语，即表示科学概念、有实际意义的词语，目标在

于辅助人工和机器解读概念内涵，改善以术语、概

念为组织基础的服务效果。因此，针对词表的主要

元数据，从定义、词间关系、范畴、来源表及个性

化元数据等方面对这些系统进行了调研，见表６。

表６　术语服务内容分析

元数
据

定
义

同义
词

上位
词

下位
词

同位
词

相关
词

范
畴

来源
表

版本
信息

编辑
信息

其
他

系统
数量
（个）

１９ ２４ ２３ ２３ ２２ １９ ２４ ２５ １３ １１ ５

国外术语服务系统的服务内容，除了面向翻译

的或以词典为基础的系统不够丰富外，多数系统都

保留了来源词表的结构特征，包含了传统叙词表中

的基本属性信息。但是，集成型或关联型的术语服

务系统多数都根据术语的领域特征或知识关联需

要，扩展了一些个性化的元数据，主要集中在词表

版本信息、术语编辑信息、术语可信度、映射关

系、关联资源的外部链接等方面。如Ｇｅｔｔｙｖｏｃａｂｕｌａ
ｒｉｅｓ［１３］根据文物、建筑、地理位置、艺术家４部词
表内容设置了各自的元数据标准及词表间术语关联

的字段；ＭＭＩ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可以
创建或浏览本体间的映射关系［１６］。另外，主要以本

体等新型知识组织体系为基础的术语服务系统，语义

类型相对比较丰富，如ＯＢＯＦｏｕｎｄｒｙｔｅｒｍｌｏｏｋｕｐ［１５］。
总之，在保留传统元数据信息的基础上，根据来源知

识组织体系及术语领域特征而设置个性化的元数据，

是完善术语服务内容与质量的关键途径之一。

３４　服务方式

３４１　基本服务方式　术语服务系统一般以词表
或术语表为服务基础，因此从术语检索与导航、是

否与其他知识组织体系交互、是否关联外部资源、

数据开放程度等方面进行了调研，见表７。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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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系统基本服务方式

服务
方式

简单
检索

高级
检索

树导航
字顺
导航

范畴
导航

与其他
ＫＯＳ交互

关联
资源

嵌入
检索

数据部
分开放

数据完
全开放

系统数量 （个） ２９ １２ １７ ２１ ７ １７ １１ ７ １８ １１

　　术语服务方式也结合了来源词表的结构及元数

据信息，主要以提供树结构导航、字顺导航、范畴

导航、术语检索、术语信息展示等基本服务方式为

主，多数系统都比较重视术语的检索、树结构导航

及与其他知识组织体系的交互，仅少量系统开始关

注术语与外部资源的链接及检索应用。面向不同的

用户类型，系统的服务方式及数据开放程度也存在

不同，这与系统用户管理及数据更新机制有很大的

关系。目前，共有１１个术语服务系统对非商用的

用户是完全开放的，提供免费检索、浏览及数据下

载服务；仍有１８个系统对普通用户，仅限于术语

数据的在线浏览、检索，部分系统尝试着提供测试

使用的术语集。因此，术语服务系统可以综合考虑

设置多级用户类型，并建立与系统各部分服务方式

的对应机制，根据用户级别设定系统服务内容及方

式的开放程度。

３４２　个性化服务方式　除了检索、导航等基本

服务方式外，部分系统也开发了一些特色服务方

式，主要集中在检索结果的分类与视图展示、个人

检索历史与术语空间定制、本地化集成组件、多层

用户管理与权限限制、可信度评价、用户利用统

计、自定义元数据、词表创建与互操作等方面。如

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Ｎ除了提供 ＳＫＯＳ格式叙词表

树结构浏览外，检索时将概念分为概念、位置、人

工制品、人物等，提供检索词的扩展列表、结果分

类及数量等［１７］；ＵＳＥＰＡ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允许

用户定制词汇形成 “我的词汇表”［１８］，提供了本地

化服务插件；ＭＭＩ注册用户可自定义元数据并创建

新词表，将其与平台上的其他词表建立映射关系，

设置映射关系的可信度；ＩＡＴＥ术语服务中也提供了

术语数据的可信度评价结果。这些个性化服务方式

给国内术语服务系统的建设提供了借鉴。

４　对于国内术语服务系统建设的启示

４１　概述

国内术语库在系统类型、服务内容、服务方式

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术语服务对象或领域

单一，局限为某个机构或学科分支；服务方式单

一，大多仅限于术语的检索与导航，没有根据领域

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机制；不够开放，需要收费、内

部使用或注册会员等，这些都影响了术语的使用与

共享。借鉴国外术语服务系统的发展现状，总结国

内术语服务系统建设的几点启示。

４２　类型定位

不再是传统层面的术语信息的简单展示，要实

现多个来源知识组织体系概念层面的集成，建立与

科技文献服务系统的关联，综合集成型与关联型术语

服务系统的优势。

４３　内容

在保留来源知识组织体系元数据的基础上，建

立统一的元数据体系，并进行元数据及概念层面的

映射；此外也应考虑用户管理、词表存储与管理、

术语注册、术语检索历史、编辑更新、术语发布与

应用等模块日志信息的记录。

４４　服务方式

需要在术语检索、树结构导航、字顺导航等传

统服务方式基础上，建立与外部资源 （如ＳｉｎｏＭｅｄ）

的关联；根据面向的用户对象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方

式：如个体用户，需要的术语量少，可自主编辑自

己的词汇表，提供关键词云图；机构用户，使用的

结构性语言是相对固定的，多用于规范或组织机构

资源，机构术语及分类机制都须根据需求定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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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科技文献系统时，需要建立用户关键词与术语的

对应、规范术语与其他旧版信息系统中术语的映射。

５　结语

术语是科技信息的核心表达形式，因此术语标

准化建设是科技资源组织、集成与服务的基础。为

了解国外术语服务系统的建设现状，文章从研制机

构、系统类型、服务内容、服务方式及个性化功能

等方面，调研了国外２９个术语服务系统的基本现
状。目前，国外术语服务系统主要由学术性研究机

构创建或维护，以集成型或关联型的术语服务类型

为主，比较侧重于系统概念层面的集成与外部资源

的关联。在服务内容与方式方面，除基本继承了来

源知识组织体系及传统术语服务系统的特征外，也

从术语可信度、与其他知识组织体系概念映射、关

联实例或链接外部资源等方面进行了一些个性化探

索。这些都为国内术语服务系统的建设提供了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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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出版重点选题计划

２０１６年本刊将继续以 “学术性、前瞻性、实践性”为特色，及时追踪并深入报道国内外医学信息学领域前沿热点，

反映学科研究动态，展示学科应用成果，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现对２０１６年度编辑出版重点选题策划如下：
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医药卫生信息化

１“十三五”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创新与发展；２医药卫生信息规划与发展战略；３区域卫生、公共卫生、基层卫生信
息化建设；４各级医疗健康信息平台建设；５医疗卫生信息相关标准研发、应用和落地；６医疗卫生信息化相关安全隐私
保护和法律法规；７国外医药卫生信息化建设最新技术、成功经验。

二、医学信息技术

１基于健康大数据的科学决策与监管；２医学大数据与精准医疗；３“互联网＋”医疗；４移动医疗、远程医疗服务
与健康管理；５物联网、智慧医疗技术与实现；５各类医学信息系统信息互通与操作衔接；６医学机构知识库构建技术与
方法。

三、医学信息研究

１医学信息学理论及方法研究；２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发展战略；３医学科技监测与舆情监测；４医药卫生信息分析
评价；５生物医学数据挖掘与利用、知识发现技术与实现。

四、医学信息组织与利用

１医学数字图书馆发展趋势与标准建设；２泛在化医学知识服务与决策咨询服务；３医学知识组织的关键技术与发
展方向；４医学信息交互及存取；５医学图书馆区域合作及资源共享模式研究。

五、医学信息教育

１医学信息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及继续教育体制改革与模式创新；２医学信息素养及职业岗位的培养与教育；３
医学信息课程改革与实践；４国外医学信息学教育的先进经验借鉴。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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