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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为例，介绍国家中医临床基地文献信息库建设原则，设计中医药特
色文献系统，阐述系统架构、功能、建设步骤以及围绕基地３个重点病种建设的７个文献信息库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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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是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国家发

改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启动实施的建设项

目［１］，旨在通过基地业务建设工作，系统构建中医

临床研究、协作攻关、成果转化推广平台，培养领

军人才，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中医药防病

治病能力，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文献信息库作

为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基础平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对搜集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古今中外诊疗信

息及研究资料、挖掘和整理中医诊疗经验、实现对

中医诊疗经验的传承和创新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是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

地之一，围绕本基地重点病种肺癌、糖尿病、冠状

动脉粥样动脉硬化性心脏病进行文献信息库系统研

究和设计。

２　建设原则

２１　规范实用性

在文献信息库建设过程中要以国际、国家、学

科领域标准规范为基础，着眼于信息库的服务对

象、内容组织、技术架构等多个方面，形成相对完

整的规范体系［２］，建设易操作、易管理、易维护和

易扩展的各类文献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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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安全可靠性

文献信息库的建设要有强大的安全保障体系来

保证系统中数据存储和传输的安全。要选用高可靠

性设备和技术支持数据资源的冗余、备份、容灾、

恢复等功能［３］。同时还要建立一整套安全管理制

度，从管理和技术上确保系统及其资源的安全访问

与监控。

２３　特色继承性

文献信息库的建设要依托广安门医院数字图书

馆平台，全方位展示肺癌、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

动脉硬化性心脏病这３个重点病种的临床及科研成
果，根据不同病种研究需求，全面收集古今中外的

诊疗信息及研究资料，使文献信息建设集成化、动

态化、知识化，满足用户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实现

对信息库内容的实时更新和拓展。

３　系统设计

３１　平台架构

文献信息库服务系统平台采用大量的元数据作

为数据源，本地底层数据通过管理层进行管理，应

用层对其进行各种应用的分布式架构。在数据底层

定期更新，在管理层管理各种元数据及各级机构、

学者、科研成果的对照关系，在服务层为用户展示

重点病种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数据［４］，提供检

索和指标评价分析服务。文献信息库平台框架，见

图１。

图１　文献信息库平台框架

３２　功能模块

３２１　信息采集　分为两个子系统，即互联网信
息采集和本地文献数据库采集，可根据用户指定的

数据采集范围进行模板定制开发，信息采集功能架

构，见图２。信息采集系统支持对各种数据库及网
页内容的解析和抓取，包括各种附件和音视频内

容。系统具有高效的数据去重处理机制和多种对网

络采集屏蔽技术的反制措施，采集内容的噪音去除

和正文自动抽取准确率高，能帮助用户有效利用网

络资源和降低功耗。

图２　信息采集功能架构

３２２　分布式全文检索　分布式全文检索系统
（ＳｏｌｒＣｌｏｕｄ）作为搜索引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用
户提供平台各种核心资源的检索服务，系统部署，

见图３。

图３　分布式检索系统部署

使用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作为集群的配置信息中心，实
现集中式配置信息，将ＳｏｌｒＣｌｏｕｄ的相关配置文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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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Ｚｏｏｋｅｅｐｅｒ，多机器共用。实现自动容错，Ｓｏｌｒ
Ｃｌｏｕｄ对索引分片并对每个分片创建多个备份。每
个备份都可以对外提供服务，１个备份出现错误也
不会影响索引服务；实现近实时搜索，立即推送式

的备份可以在秒内检索到新加入索引。此外，Ｓｏｌｒ
Ｃｌｏｕｄ在用户查询时可以实现自动负载均衡，Ｓｏｌｒ
Ｃｌｏｕｄ索引的多个备份可以分布在多台机器上，均
衡查询压力［５］。如果查询压力大，可以通过扩展机

器，增加备份来减缓。

３２３　数字化加工　主要是为实现已有内容资源
的结构化拆分解析，为内容资源的产品化重组奠

定数据基础。数字化加工系统可以进行文本、图

片、表格拆分并对经过加工的数据进行清洗和规

范化存储。（１）文本拆分。系统可对文档进行细
化到段落层级的拆分加工并将拆分的结构进行结

构化存储。处理组件首先将读入的待处理文档进

行载入，依据挂载的待解析内容模块依次将每个

资源项解析出需要的元数据，将这些数据传递给

存储组件进行后续处理。存储组件按照元数据类

型将不同资源存储至预定义的目录结构及数据库

中。文档拆分整理完毕后，各碎片可作为元数据

项供其他程序使用。（２）图片拆分。对文档中的
图片进行单独提取，拆分后的每张图片及其附属

文件均存放于独立文件夹下，每张图片均保存原

图 （原分辨率导出）、低分辨率图 （根据用户在页

面中输入的数值导出）、预览图 （７２ｄｐｉ导出）及
描述文件。（３）表格拆分。对文档中的结构化表
格进行单独提取，拆分后的每个独立表格均存放

于独立文件夹下，每个表格保存为一个对应的独

立目录，目录下存放表格对应的描述文件，描述

文件中存储表格碎片的位置、内容信息。

３２４　元数据管理及资源仓储　文献信息库建设
采用国际通用标准都柏林核心元素集 （ＤｏｂｌｉｎＣｏｒ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ｅｔ，ＤＣ），依照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
系 《特色库项目本地系统技术规范》以及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制定的 《中医药文献数据库数据来源规

范》、 《中医药文献数据库数据资源加工指导规

范》［６］等相关标准进行元数据处理。系统平台能够

进行元数据类型、映射以及索引管理，其功能架

构，见图４。系统提供元数据定义与编辑维护功能，
包括设置元数据的规范名称 （中英文）、数据库数

据类型、ｓｏｌｒ字段类型、字段描述、是否多值等；
可对数据源与信息库字段进行一一映射，完成从数

据源到知识库的数据导入操作；能够直接与检索逻

辑相关联，灵活设置元数据是否可索引、可查询展

示及权重和排序策略配置，管理与维护情报分析所

需要的各级分类，实现不同类型资源整合以及统一

检索。基于元数据存储的数字资源仓储系统支持元

数据存储、添加、修改、删除、整合以及数据的导

入和导出。数字资源仓储系统能够为不同特色的文

献信息库构建不同结构规范的元数据仓储库，通过

不同适配器从不同数据源中提取数字资源的元数据

信息，将元数据信息通过生成的结构保存，提高文

献信息库建设效率。

图４　数字资源元数据管理功能架构

３３　数据库内容设计

３３１　信息来源及信息组织方式　文献信息库

资源来自于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学位论文、报

纸、图书、专利、报告、标准、网页及论坛等，

支持按年度、成果类型、收录类型、学科、基金、

数据来源等多个方面筛选查看内容。突破以往以

文献为单位进行信息组织的模式，在一些特色数

据库如诊疗方剂、特色制剂、中医古籍文献库等

的建设过程中对中医药文献题录数据、引文数据

以及中医古籍内容全部进行关联和深度标注，全

方位构建元数据之间的关系网络。确定对应的特

色数据库中存在的所有数据类型。在数据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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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确定数据库的专家、特色方剂、特色疗法、

科研成果以及报道和研讨活动等信息，这些信息

将以元数据异构共享的形式组成特色数据库的共

享资源。

３３２　建设知识本体形式化的特色数据库　在

文献信息库的构建过程中，基于本体的模型能够

有效地明确特色数据库内容和形式、标准与规范

等，针对各种数据资源类型的相互关系和外部数

据源的连接标准，形成元数据与知识本体形式化

的特色数据库。本体构建主要包括创建、管理和

服务３个方面［７］。在本体创建方面，要实现从结

构化词表中自动获取概念和概念层级结构以及从

中医药相关专业教材和文献中学习概念的属性及

其属性值，提取领域知识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本

体管理方面，要实现多人在线的辅助校对和版本

管理，文献信息库的知识关系更多地蕴含在深层

次的领域知识当中，要获取深层次的领域知识关

系，应充分运用图书情报学领域知识，同时也需

要各个临床重点学科专家对所建立的知识关系进

行及时校对，形成各个临床专家和本体学习功能

的良性互动；在本体服务方面，要实现本体知识

的搜索和展示，主要包括知识导航、知识检索和

概念关联的可视化展示、概念属性的展示。在建

设过程中首先需要根据不同类别的中医药特色文

献信息库元数据体系构建形式本体模型，有效表

达各种数据资源和类型的形式化。将各类专题文

献信息数据库的系统性、学术性以及深度广度等

信息作为数据库的构建内容，通过对某些特色领

域中元概念的构建以确保最终的数字化表现形式

能够满足不同类别数据库之间元数据共享的需求。

将需要建设的文献信息库中的元概念和元关系描

述出来，构造具有元数据与知识本体形式化的特

色数据库模型。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应与各个重

点病种以及计算机学科专家互相配合，构建出适

合不同临床学科的知识本体形态。根据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科技司对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业务建

设方案的要求，项目建设的 ７个文献信息库主要

内容包括：（１）专家。重点收集各个科室代表专

家基本信息、临床经验、学术思想、研究成果、

发表的论文论著和媒体报道等信息。（２）优势病

种。针对各个学科单病种的中医疗法、诊疗方案、

诊疗技术、疗效评价方法等信息资源进行整合，

全面搜集与该病种有关的论文、论著、视频及课

件等信息。（３）诊疗方剂。收集古籍及现代文献

中的古今中药方剂，全面介绍方剂信息，提供有

关方剂药味组成等统计信息，详细介绍每一方剂

的不同名称、处方来源、药物组成、功效、主治、

用药禁忌、药理作用、制备方法等信息。（４）特

色制剂。对学科在中医理论及临床实践中研制出

的特色制剂进行介绍，包括药物的合理组方、功

能主治、用法用量及不良反应采集等。（５）特色

疗法。针对各个学科在长期临床经验中形成的大

量特色诊疗方法进行归纳总结，收集疾病的概述、

诊疗要点、辨证要点、治疗规范、疗效评定标准、

临床分期等信息。（６）中医古籍。对中医经典古

籍进行数字化加工，对其中的医经、医理、诊断、

针灸推拿、本草、方书、临证各科、养生、医案

医论医话、医史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标引入库。

（７）科研成果。重点介绍科研成果的项目完成人、

完成单位、研究内容、研究结果和研究意义，该

数据库应充分展示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揭示该

学科在国内乃至国际上所处的研究水平及地位。

４　建设步骤

４１　调研与初步实施

通过文献阅读以及实况调研确定文献信息库建

设的技术方案以及基本框架，形成总体建设方案，

将３个重点病种作为试点，进行文献信息库建设工

作。确定数据采集加工、质量控制以及著录标引规

范。与３个重点病种建立密切联系，了解学科需

求，确定文献信息库建设的核心技术及基本框架。

邀请相关专家对信息库建设方案进行论证评估，根

据评估意见修改建设方案，开展信息库建设工作。

４２　分析与建设

根据前期制定的文献信息库建设方案进行文献

的收集、著录、整理和入库工作，搭建出中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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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化文献信息库的框架与模式。针对不同类型文

献信息库的具体要求确定数据库结构，对参与文献

信息库建设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开展文献信息库

内容的收集整理以及数字化加工工作。首先确立文

献搜集的范围和检索策略，分别交由各临床科室或

研究室的人员进行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其次

通过信息采集系统对各种数据库及网页内容的解析

和抓取，结合词表、自动识别技术，对采集数据内

出现的内容实体进行自动识别和抽取并进行存储；

最后通过数字化加工技术对已有内容资源的结构化

拆分解析并将拆分的结构进行结构化存储，为不同

文献类型数据库的建设奠定数据基础。将检索到的

文献逐条分析，按类别进行标引、著录，导入到相

应的文献信息库中，形成文献信息库的整体模型。

４３　运行

将试点科室的文献信息库建设方案和成果逐步

推广到其他临床科室及研究室，逐步建立系统、完

善、全面反映基地临床及科研成果的文献信息系统

应用平台。

５　结语

　　临床科研平台文献信息库基于广安门医院数字
图书馆的平台，建立集综合检索、开放获取、学术

分析、个性化服务于一体的中医药特色文献信息库

及服务系统，为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提供强有力

的信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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