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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遵循卫生信息数据元标准编制规则，研究中医药统计信息数据元目录及值域代码编制内容、思路
与方法，编制形成 《中医药综合统计信息数据元目录》、《中医药综合统计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为中医

药统计领域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标准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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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国家标准化

体系建设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１］，在 “社

会领域标准化重点”专栏中提出制修订卫生、中医

药相关标准，将卫生信息标准列为其第１位，可见

卫生信息标准在人口健康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中医药统计主要开展中医药资源投入、分配与利

用，中医药服务质量和效益，居民健康水平等统计

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及咨询等，但存在一定的

问题，如数出多门、数据交叉、重复采集、统计指

标标准不一等，导致难以整合和共享、对比分析难

度大、结果使用不广泛等［２］。近年来国家卫生计生

委出台一系列卫生信息标准，如 《卫生信息数据元

目录》、《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卫生统计指

标目录 （征求意见稿）》等，以解决卫生信息数据

标准化问题［３］，但其中涉及的中医药统计信息十分

有限，中医药统计内容亟需补充完善。

中医药统计信息标准是开展中医药统计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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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重要支撑和保障，有利于为中医药管理部门

发布年度中医药工作报告、实施统计调查和评价、

编制各种统计报表提供参考依据，推进中医药统计

信息共享、数据交换、数据集成，保障中医药统计

信息的连续性、一致性、共享性。

２　中医药统计数据元研究内容

２１　数据元与中医药数据元概述

数据元是数据的基本单元，是通过定义、标

识、表示以及允许值等一系列属性描述的数据单

元，具有数据元名称、定义、数据类型、数据元值

等多个不同属性［２］，在特定的语义环境中被认为是

不可再分的最小数据单元。中医药统计数据元是中

医药统计领域的数据元，其概念和结构遵循通用数

据元的设置，但具有显著的自身特点，主要应用于

中医药统计领域各层面，如全国中医药统计调查、

中医医院统计报表等。

２２　标准化规则

中医药统计数据元是卫生信息数据元和中医药

信息数据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卫生信息数据元

和中医药信息数据元的补充和完善，其标准化规则

遵循卫生信息数据元和中医药信息数据元标准化规

则。第一，其研究坚持一致性、实用性、前瞻性等

原则，尽量引用或参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满足

当前中医药统计需求，预留延展空间，为中医药统

计数据有效共享提供保障。对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和中医药信息数据元目录中已有的中医药统计数据

元，其属性完全采用，但在其表示格式上满足中医

药统计实际需求。第二，其概念和结构遵循卫生信

息数据元的概念和结构设置，保持中医药统计特

点。中医药统计数据元属性同卫生信息数据元和中

医药信息数据元设置相同，统一采用卫生信息数据

元规定的５类１３项属性，分为数据元公用属性、专

用属性两大类。公用属性包括版本、注册机构、相

关环境、分类模式、主管机构、注册状态、提交机

构共７项，专用属性包括数据元标识符、数据元名

称、定义、数据元值的数据类型、表示格式、数据

元允许值共６项。中医药统计数据元标识符和值域
代码表编码遵循卫生信息数据元相应的编码规则，

在中医药统计数据元的顺序码上与卫生信息数据元

和中医药信息数据元区分，体现出中医药统计数据

元与卫生信息数据元、中医药信息数据元的包含与

被包含关系。

２３　分类体系

中医药统计数据元分类方法完全遵循卫生信息

数据元的分类，采用线性分类法，第 １级为大类，
包含９项内容，第２级为小类，包含１６项内容［２］，

见表１。

表１　卫生信息数据元分类

大类 小类

标识类信息 标识

卫生服务对象信息 人口学及社会经济学特征

健康危险因素 健康史

健康危险因素

主诉与症状

医学观察信息 体格检查

临床辅助检查

实验室检查

诊断与评估信息 医学诊断

医学评估

计划与干预信息 计划与干预

卫生经济信息 卫生费用

卫生机构

卫生资源信息 卫生人员

药品、设备与材料

卫生管理信息 卫生管理

４　中医药统计数据元研究方法

４１　数据元抽取

４１１　来源　一般数据元提取方法有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两种。在中医药统计数据元抽取中采用自

下而上的方法，将中医药统计对象的内容从其个别

性的现象形态中抽取出来。当前，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研究制定 《全国中医药资源与医疗服务调查制

度》（以下简称 《中医药调查制度》），用于了解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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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医医疗机构资源配置与医疗服务利用、效率和

质量情况。中医药统计数据元首先直接从 《中医药

调查制度》中抽取，选择卫生和中医药统计领域统

一执行的、权威的 《全国卫生资源与医疗服务调查

制度 （２０１５年度）》（以下简称 《卫生调查制度》）、

《全国中医医疗管理统计报表制度 （２０１５年度）》

（以下简称 《中医医疗报表制度》），纳入中医药统

计数据元抽取范围，对统计指标进行分类、系统

化、分析和概括。

４１２　数据元筛选　应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软件进行自

动比对，通过人工核对逐一筛选数据元。对名称相

同的数据元，分析其定义并分类或合并；对数据元

内涵相同而对象类不同的指标，通过对其名称进行

抽象而去除领域特色，规范描述保证各指标在转化

为数据元时的数据类型、表达格式和数据元允许值

的一致性［５］，如电话号码类的指标有办公室电话号

码、手机号码、联系电话等，抽取为数据元时统一

规范为 “电话号码”。同时，甄别不适宜作为数据

元的指标进行去除，如财政性投资、代报村卫生室

诊疗人次、门诊收入 －其他门诊收入、第二执业单

位类别代码等无法给出准确定义的，建立专科视频

网络平台标志、实行多专业一体化治疗的病种数等

最新卫生统计和中医药统计制度中已删除的指标。

４２　数据元属性规范化

４２１　标识类　中医药统计数据元标识符采取以

采标和标识符结构中的 “顺序码”分段编码的方

法。与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ＷＳ３６３—２０１１）》

或 《中医药信息数据元目录》名称相同的，直接采

用对应的标识符编码；不同的数据元标识符由中医

药信息标准管理部门统一按照卫生信息数据元标准

化规则编码。中医药统计数据元名称遵循 《卫生信

息数据元目录 第 １部分：总则》 （ＷＳ３６３１－

２０１１）数据元名称描述规则，将抽取的数据元名称

中带 “是否”的，去掉 “是否”两字并将其表现在

数据元定义中，如 “是否保留中药饮片加成”，其

数据元名称为 “保留中药饮片加成标志”，其定义

为 “标识是否保留中药饮片加成”；名称中带时间

类限定词语的，如 “年末房屋建筑面积”、“本年房

屋竣工面积”等，去掉统计时段，在定义中统一规

范为报告期。

４２２　定义类　定义类属性指数据元的定义。查
阅 《中医医疗报表制度》、 《卫生调查制度》、 《中

医药调查制度》、《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中医药

信息数据元目录》、 《卫生统计指标 （报批稿）》、

《医院财务会计制度讲解》、《新医院财务会计制度

详解与实务操作》、《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讲解》等现

有的统计调查制度、标准规范、专业书籍，统一对

象类名称，规范抽取数据元的定义或解释。如在数

据元定义中机构类的有中医医疗机构、医疗卫生机

构、医疗机构、机构、医院等，梳理机构类所有数

据元名称和定义，选择 “医疗机构”作为机构类统

一名称或定义内容，保证对象覆盖的全面性、合理

性和准确性。

４２３　其他类　关系类属性的规范化遵循卫生信
息数据元分类，采用线性分类法。数据元值的数据

类型、表示格式、数据元允许值等表示类属性严格

遵循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１部分：总则》（ＷＳ
３６３１－２０１１）规则，充分考虑中医药统计特点和
实际，不仅符合中医药统计需求，而且可以满足卫

生统计需要。主管机构、注册状态、提交机构等管

理类属性，按照中医药信息标准管理实际，主管机

构和提交机构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注册状态为标

准状态。

４３　数据元值域代码规范化

中医药统计数据元允许值能够应用已有标准规

范的，直接采标，注明标准名称和编号，如 《卫生

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ＷＳ３６４－２０１１）》或 《中医

药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中给出的直接引用；数据

元允许值没有标准可采用的，按照卫生信息数据元

值域代码规范化规则，参考 《中医药调查制度》代

码表，结合实际情况编制值域代码表，值域代码表

的标识符遵循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第１部
分：总则》（ＷＳ３６４１－２０１１）。

５　编制结果

中医药统计数据元的编制对 《中医药调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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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卫生调查制度》、 《中医医疗报表制度》抽

取１６９５个指标，剔除重复指标９８３个，经进一步
筛选和抽象形成６０５个数据元，重点规范化描述数
据元的标识符、名称、定义、数据元值的数据类

型、表示格式、允许值６项专用属性。编制中医药

统计数据元值域代码表１１个，其中人口学及社会
经济学特性部分２个，卫生机构部分５个，卫生人
员部分３个，药品、设备与材料部分１个。中医药
统计数据元分类和数量，见表２。

表２　中医药统计数据元分类及各部分数据元数量 （个）

大类 小类 总数
中医药统计

专用数据元

卫生信息

数据元

中医药信息

数据元

标识类信息 标识 ４ １ ３ ０

卫生服务对象信息 人口学及社会经济学特征 ５５ ３６ １９ ０

健康史 ３ ２ １ ０

健康危险因素 健康危险因素 ０ ０ ０ ０

主诉与症状 ６ ６ ０ ０

医学观察信息 体格检查 ２ ２ ０ ０

临床辅助检查 ０ ０ ０ ０

实验室检查 ２ ０ ２ ０

诊断与评估信息 医学诊断 ２３ ２３ ０ ０

医学评估 １ １ ０ ０

计划与干预信息 计划与干预 ２４ １０ ６ ８

卫生经济信息 卫生费用 １０１ １００ １ ０

卫生资源信息 卫生机构 ２３６ ２２２ １２ ２

卫生人员 １０１ ９９ ２ ０

药品、设备与材料 １６ １５ １ ０

卫生管理信息 卫生管理 ３１ ３０ ０ １

合计 — ６０５ ５４７ ４７ １１

６　结语

本研究筛选出当前条件允许的、满足现有中医

药统计工作的基本数据元，实现中医药统计数据元

标准化，为开展中医药统计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

编制和发布统计报表、开发信息系统提供了参照依

据，对推进中医药行业统计工作具有重要作用。但

数据元的制修订是一个持续完善的过程［６］，中医药

统计数据元目录及值域代码的科学性、完整性、可

行性还需在政策指导及具体实践中进一步修正、细

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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