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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整合医学起源、定义及特征，在分析整合医学信息需求基础上提出医学图书馆整合医学文献
资源建设与服务措施，指出应逐渐由简单的书、刊、数据库服务向知识数据集服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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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整合医学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ＩＭ）
是近年来新兴起的一种医学模式，具有宏观整体性

和整合先进性，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１］。整合医

学是以系统论和整合观为思想导向进行医学实践，

包括临床各科的整合，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整

合，研究方法和路径的改变等多个方面，这就要求

临床医生、医学相关从业人员、科研人员以及医学

生等对医学知识进行重组和构建，从专科向全科，

从医学专业向哲学、社会学多学科，从疾病治疗向

疾病预防、控制、治疗、康复全生命周期转换。医

学图书馆面对这种发展趋势，在资源建设与服务方

面的信息需求变化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文献资源内

容需求变化。整合医学不再局限于某一单元的思考

方式，而是多元思考方式，这就意味着要求更多、

更丰富的文献资源内容来支撑，而且学科服务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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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教学、科研的全过程，随着教学科研各个阶段的

不断深入，文献资源内容也要随之不断变化。二是

文献资源组织形式发生变化。单纯的图书、期刊或

是期刊论文等电子文献推送难以满足相关领域的学

者和工作人员需求，应将这些文献以适当的方式系

统、整合、创造性地组织起来，使其有价值信息能

够被及时关注和转化并应用于医疗、科研和教学工

作中。本文详细梳理整合医学的模式和主要特征，

结合整合医学环境探讨医学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和

服务的转型。

２　整合医学

２１　起源

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 ４个时代［２］，第 １个是
“神道医学”时代，医学知识零散，以神话的形式

流传下来；第２个是 “经验医学”时代，在临床实

践过程中逐渐总结出具有代表性的要素作为疾病病

因并加以治疗形成系列治疗方案等；第３个是 “生

物医学”或 “科学医学”时代，按照器官和系统进

行分科，这种以分为主的发展方式促进现代医学进

步，同时也给医学带来不利，主要表现在 “患者成

了器官、疾病成了症状、临床成了检验”等，整体

观认识不足［３］。第４个是 “生物－心理 －社会 －环
境”医学模式，与我国中医学 “天人合一”理论有

共通之处，定义医学为处理人的相关问题的科学，

强调社会、自然、心理等方面对人健康的影响，为

整合医学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２２　定义及特征

整合医学是将医学各领域最先进的知识理论和

临床各专科最有效的实践经验分别加以有机整合，

根据社会、环境、心理的现实进行修整，使之成为

更加适合人体健康和疾病治疗的新的医学体系［３］。

整合医学的内涵包括整体观、整合观和医学观，整

体观是认识论，整合观是方法学，医学观凸显医学

研究和实践有别于其他科学的内涵［４］。整体观包括

空间、时间和人间健康学，其中空间包括自然和社

会环境，人间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中的空间，空

间、人间健康学涉及的无论是物质、能量还是信

息，都会随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发生变化。整合观就

是从人体生命的整体出发，将现有知识、经验整合

起来，形成新的医学知识体系。医学观是指具备整

体观的医学观［５－６］。整合医学不是过去医学模式的

返回式研究，也不是对过往医学模式的否定，而是

医学发展到现阶段必然的趋势和结果。

２３　信息需求

共性问题是：一方面，科研者、医务工作者无

法掌握各个领域的全面信息；另一方面，多源、海

量、质量不一的文献信息使得有效获取所需信息更

为困难。医学图书馆应在文献资源引进、多专业学

科信息深度挖掘方面进行努力，解决分散的信息、

数据医学观知识融合问题，从而为科研、教学、医

护工作者提供文献资源保障服务。

３　医学图书馆整合医学文献资源建设

３１　文献资源管理目标与服务框架

医学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任务与目标主要有两

个方面：一是多源异构整合医学知识融合，建立整

合医学领域数据库系统；二是通过技术手段获取用

户行为信息，分析其信息偏好，为用户提供个性化

的智慧型融合知识服务。医学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

与服务框架，见图１。

图１　医学图书馆文献资源管理与服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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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层将传统意义上各种类型文献、数据、

系统打散，将碎片化的资源和系统服务功能进行重

组，形成以人体器官系统形态和功能及医学问题为

基础，以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及基础医学问题为核

心的整合医学领域数据库系统。文献资源不仅限于

馆内，试图通过更加开放的形式获取更多的多源异

构、跨领域的文献资源。用户层主要围绕用户信息

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整合医学信息服务。整合医学涵

盖防、控、养、疗整个健康和疾病发生、发展、治

愈、康复全过程，关注的用户面极为广泛，既包括

医疗机构、医疗相关工作人员、科研工作者、教育

工作者，也包括越来越关注个人健康的公众群体。

借助大数据技术，精准识别用户的信息行为和需

求，为其提供智慧医学文献知识检索、智慧推荐，

如学术会议、研究热点推荐以及相关交叉专业知识

等服务［７］。

３２　整合医学领域数据库系统构建

３２１　整合医学知识融合　知识融合是指面向知

识服务和决策问题，以多源异构数据为基础，在本

体库和规则库的支持下，通过知识抽取和转换获得

隐藏在数据资源中的知识因子及其关联关系，进而

在语义层次上组合、推理、创造出新知识的过程，

这个过程需要根据数据源的变化和用户反馈进行实

时动态调整［８］。整合医学是对文献需求不仅仅是单

一、专科的，需要利用大量、多源、多学科的信息

融合才能为整合医学从业者、教育者、科研者以及

感兴趣的公众提供方便、全面、准确、细致的文

献，特别是个性化、深层次的知识服务。目前整合

医学的整合内容主要包括慢病防治、康复护理、社

区与家庭照护、肿瘤防治、跨学科防治以及整合医

学教育和标准研究等［９］。在整合医学知识融合方

面，单一的对单病因和单因素信息资源进行融合，

或是将疾病的发生、发展、诊断、治疗、康复生命

周期割裂来进行信息资源融合，都是不够全面的，

很难提供超出用户认知和能力的知识单元达到知识

服务效果。借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架构

进行整合医学知识融合，以人体器官系统形态和功

能及特有的医学问题为基础，以疾病发生发展和转

归及基础医学问题为核心，统筹和整合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中医药学、药物药理及相关

交叉学科，涵盖从基础到临床、从结构到功能、从

疾病预防到疾病诊治等各个医学领域。具体来说信

息资源以系统为依据进行整合，包括呼吸、循环、

消化、泌尿、运动、血液、神经等主要系统，兼顾

肿瘤学、老年医学、地方病、职业病、预防医学、

药理学、药物学、中医学等医学学科。整合医学知

识融合体系打破了健康与疾病、基础医学与临床医

学、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等界限，整合分子、

细胞、组织、器官、个体和群体等层面，微观到宏

观、结构与功能，形成对疾病发生、发展、转归以

及疾病预防、诊断与治疗全链条的整合医学文献资

源体系［２］。

３２２　整合医学领域数据库系统设计　将信息

孤岛融通，将多种类型、形态的数据打通，将各

个不同功能的系统进行整合，形成适应各终端、

关联整合医学显性和隐性知识的知识服务系统。

在信息融合方面，主要是将多源异构信息进行融

合。首先将多源信息转化为机器可读的数据，从

数据角度进行大规模融合，在底层将基础数据碎

片化处理，为知识重组做准备。多源信息融合主

要涉及数据唯一识别、数据记录滤重、字段映射

与互补、重名区分、别名识别、异构数据加权等

方面。算法包括简单方法、基于概率论、基于模

糊推理的方法以及人工智能算法等［１０］。在系统融

合方面，系统构建是以人为中心的精细化重组，

与疾病模式转变相适应，以用户在数据库系统获

得便捷、有价值的知识为目标，具体包括用户、

应用、界面、数据管理模块，预留开放接口方便

系统后续完善。用户管理模块对用户行为进行分

析，以了解信息需求并进行信息推送。应用管理

模块根据需求对现有各种应用服务自由组配，如

对全科医学教育较为关注可以选取这一主题相关

的应用模块。界面管理模块是对各终端模块化组

建，如医学图书馆拟推广肿瘤的预防与早期发现，

可以按照模块进行选择形成所需界面。数据管理

模块是智慧服务的核心和基础，对整合医学服务

起到关键性作用。

·３７·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１９年第４０卷第１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９，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１



４　医学图书馆整合医学文献资源服务机制

４１　医疗、科研、教学全周期整合医学信息服务

整合医学复杂性和交叉性决定了其文献获取的

广泛性，无论是医疗、科研还是教学都需要大量的

数据支持，通过整合图书馆已有资源和网络资源，

提供数据密集型信息服务。具体来说在整合医学领

域数据系统的基础上，就某一方向深入研究，形成

紧跟医疗、科研或教学全过程的知识集合。如为整

合医学教学全面提供教学参考书、习题、前沿动

态、行业最新资讯等，供师生参阅。

４２　公众整合医学健康信息服务

整合医学涵盖防、控、养、疗全过程，对公众

提供整合医学信息服务对于普及健康教育，提升公

众健康意识具有积极意义。美国、德国、芬兰等国

家图书馆均提供公众健康信息服务，如美国国家医

学图书馆在２０１７－２０２７战略规划中指出其将对多种
来源、类型的健康数据和信息进行广泛收集、组织

和关联，以公众可理解、用户友好的形式实现信息

的集成展示和有效传递［１１］。具体来说在整合医学网

络资源建设方面，数据库系统面向公众开放，提供

便捷的检索方式和主题推送；在宣传方面，通过微

信、网页、宣传板等广泛宣传，在人员密集的场所

不定期宣传；在教育培训方面，提供面向公众的整

合医学健康教育培训，从整体观、整合观、医学观

角度看待健康。

５　结语

目前整合医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有关整合理

论的支撑研究尚不丰富，触及整合要素及其关系的

研究并不深入，对于中观层面的功能研究以及微观

临床整合研究不足［１２］。对于文献资源需求往往也存

在不确定性，医学图书馆要做好整合医学文献资源

保障工作，需要紧密跟进整合医学的发展，嵌入整

合医学科研、教育、医疗机构等。此外原始数据的

多源异构性造成底层数据打通难度较大，需要建立

统一的数据标准，采用统一的协议和标准才能避免

不必要的时间、人力、物力的浪费，便于医学知识

共享，推动整合医学系统模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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