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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伴随全球范围内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进程不断

加快，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健康数据迅猛增长，不

仅规模巨大，且呈现出类型多样、结构复杂、存储

分散等特征，对医疗健康数据的存取、利用、分析

和临床循证研究带来巨大挑战。医疗健康数据的有

效利用关系到国家乃至全球在疾病防控、临床辅助

诊断、药品监督以及精准医疗等多方面的能力，受

到各国政府和医疗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多维数据采

集、多源异构数据互通互联、标准化处理以及开放

赋能是促进其合理有效利用，发挥其潜在价值的关

键步骤。

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努力保障所有相关利益方都

能够获得标准格式的医疗健康数据，如健康数据计

划 （ＨｅａｌｔｈＤａｔａ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ＨＤＩ）通过 ＨｅａｌｔｈＤａ

ｔａｇｏｖ网站发布各种标准化格式的数据 （包括各种

联邦数据库、临床服务提供者相关信息等），针对

开发者提供编程访问接口，以确保数据能够被机器

可读及应用程序可下载或访问；英国政府投入建立

的国民医疗服务系统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ＨＳ）记录庞大而完备的标准化医疗数据，在保密

准则和法律规范的保障下，分类开放以用于公共卫

生服务、医药制造等研究中［１］。而我国在 《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也

强调 “建立实用共享的医药卫生信息系统。大力推

进医药卫生信息化建设，以公共卫生、医疗、医

保、药品、财务监管信息化建设为着力点，整合资

源，加强信息标准化和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建设，逐

步实现统一高效、互联互通”［２］。由此可见，研制

和应用统一的数据标准和规范是实现卫生信息化互

联互通、信息共享的基础。

２　ＯＨＤＳＩ通用数据模型分析

２１　ＯＨＤＳＩ项目概况

２１１　简介　观察性健康医疗数据科学与信息学

计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Ｄａｔａ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ＯＨＤＳＩ）是由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ＤＡ）ＩＭＥＤ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计划和 Ｒｅ

ａｇａｎ－Ｕｄａｌｌ基金会支持，哥伦比亚大学牵头，融合

多学科领域专家共同参与，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的

全球性非营利科研组织，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公益型

非营利性研究联盟，主要研究全方位医疗大数据分

析的开源解决方案，旨在通过大规模数据分析和挖

掘来提升临床医疗数据价值，实现跨学科、跨行业

的多方合作。其目的是继承并发展前期观察性医学

产出合作项目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ＯＭＯＰ）的核心研究成果，其中 ＯＨＤＳＩ通

用数据模型 （Ｃｏｍｍｏｎ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ＣＤＭ）的开发是

核心工作。除深入开展术语表研究与应用探索外，

ＯＨＤＳＩ还将ＯＭＯＰ项目目标、内容、应用领域和组

织成员拓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涉及临床文本数据

结构化方法研究、临床数据挖掘和分析方法研究与

医疗数据隐私保护研究等。当前ＯＨＤＳＩ在全世界范

围内共有９０多个跨学科 （如临床医学、生物统计

学、计算机科学等），分布在学术界、产业界、医

疗服务机构以及管理机构等不同领域的合作组织成

员，致力于创建和使用大规模数据网络下的开源数

据，通过产生新的解决方案来提升人类健康和生活

水平［３］。

２１２　关注焦点　ＯＨＤＳＩ项目组在全球范围内关

注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数据标准化。

采用ＯＨＤＳＩＣＤＭ作为数据框架，开发标准接口的

开源工具和流程，对数据结构、内容和分析流程进

行标准化处理。（２）医药产品安全监控。通过大规

模数据分析建立开源证据库，发现并评估潜在的药

物影响。 （３）个性化风险预测。依据患者人口统

计、病史以及健康行为数据挖掘和建模分析进行患

者个体水平的健康风险预测。 （４）数据质量控制。

开发用于数据质量评估和数据库分析的工具，为底

层源数据使用和处理提供帮助。（５）医疗服务质量

评估。开发开源工具对 ＣＤＭ中观察性数据应用服

务质量进行度量评估并提供实证依据［４］。其中，

ＯＨＤＳＩ中国组致力于利用数据科学和信息学的方法

促进健康医疗数据研究工作，主要内容包括针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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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临床数据，扩展和定制 ＯＨＤＳＩ的数据科学方
法；通过在中国构建大型观察性健康医疗数据网

络，形成对于全球性重要健康医疗问题的调查研究

和证据；促进生物医学信息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与教

育培训工作［５］。

２１３　研究开展情况　ＯＨＤＳＩ项目愿景是通过
大规模分析来揭示健康数据价值，自组织成立后

积极开展各种观察性数据的实证分析和研究工作，

在世界各地的临床数据合作伙伴中得到广泛应用。

由ＯＨＤＳＩ组织成员组建的正式网络协作研究小组
目前有１５个，研究议题涵盖疾病治疗新途径探
索、药物效果评估、疾病风险预测以及数据质量

研究等多个方面，项目发布与参与者也遍布全球

各地，以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

州大学）和亚洲 （亚洲大学、汉阳大学、香港大

学）的研究机构为主，其中多个研究项目已合作

完成且产出有效的研究成果。ＯＨＤＳＩ应用案例分
析，见表１。

表１　ＯＨＤＳＩ应用案例分析

案例详情 研究国家／机构 年份 发表刊物／会议

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ＣＭＳ）通过虚拟研究数据中

心 （ＶＲＤＣＪ）提供的数据转换为 ＯＨＤＳＩ的通用数据模型，为药物

使用的数据分析提供帮助［６］

美国／

国立医学图书馆

２０１５ ＯＨＤＳＩ２０１５年会

ＯＨＤＳＩ合作小组建立来自４个国家的１１个数据源组成的国际数据

网络，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分析评估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和抑郁症３

种慢性病的治疗途径，证明大规模的国际观测研究是可行的［７］

美国、韩国／

哥伦比亚大学

斯坦福大学

首尔大学

加州大学

２０１６ 《美国科学院院刊》

使用ＯＨＤＳＩＣＤＭ数据库中的患者病史记录，采用两种特征学习方

法为心力衰竭、抑郁症和消化道出血疾病建立风险模型，提高风险

模型性能［８］

美国／

强生公司

２０１５ ＯＨＤＳＩ２０１５年会

利用ＯＨＤＳＩ开发的开源工具，将５个专业护理机构的电子健康数

据转换为高质量的数据集合，为家庭护理服务的研究提供支持［９］

美国／

匹兹堡大学

２０１６ 《改善患者预后的证据

和方法》

通过ＯＨＤＳＩ协作连接多个国家的数据站点，对各国阿片类药物过

量率进行监控比较，有助于了解美国阿片类药物使用过量情况，并

能够更好地预测全球性危机［１０］

美国／

西奈山伊坎医学院

哥伦比亚大学

纽约长老会医院

２０１７ 《急诊医学年鉴》

在由８所德国大学医院组成的联合体内实现基于 ＯＨＤＳＩ的数据整

合，评估其在支持数据统一和共享方面的适用性，提出可改进的需

求［１１］

德国／

埃朗根－纽伦堡大学

美因茨大学

曼海姆大学

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医院

２０１５ 《临床信息学应用》

基于ＯＨＤＳＩ框架，使用４９０万患者数据测试分析目前处于一线的５

类降压药物的疗效与安全性［１２］

美国、澳大利亚／

加利福利亚大学

耶鲁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南澳大利亚大学

２０１９ 《柳叶刀》

２２　ＣＤＭ及其工作原理分析

２２１　内涵　ＣＤＭ是由ＯＭＯＰ项目组开发的一套

具有统一标准的数据模型，目的是将不同观察性数

据库中的数据转换为通用格式以及统一的表示 （术

语、术语表、编码方案），然后使用标准化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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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系统分析。ＣＤＭ包含标准化术语表、标准化元
数据、标准化临床数据表、标准化健康系统数据

表、标准化健康经济表和标准化派生元素等６大类
共３９张表［１３］。ＣＤＭ标准化术语表中的标准化概念
包括按照一定的束规则从部分国际通用或专业术语

标准中提取的概念，如 ＳＮＯＭＥＤ－ＣＴ、ＲｘＮｏｒｍ、
ＬＯＩＮＣ，以及 ＩＣＤ、ＭｅＳＨ、ＥＴＣ等近 ５０个国际通
用术语表，建立与标准概念的关联。ＣＤＭ为每个国
际术语标准提供一套详细的规则和映射标准，帮助

研究者在需要时转化为满足要求的标准概念以便开

展后续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工作。

２２２　工作原理　尽管目前诸多医疗机构建立一
系列医疗信息系统，如医院信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电子病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ｅｄｉ
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ＭＲ），检验信息系统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Ｓ）等用于存储患者的各种医疗
数据，但各个系统构建目的与用途不同导致其逻辑

组织方式和数据格式不同，此外用于描述药物信息

和临床表现的术语也因来源不同而表达形式各异。

单一的观察性数据来源无法提供患者在接受医疗保

健服务时产生的临床数据全面视图，无法满足跨系

统、跨医院、跨区域的大规模合作型研究需求，因

此需要使用 ＣＤＭ所定义的通用数据标准同时评估
和分析多个数据源［１４］。ＣＤＭ支持不同来源的观察
性数据通过数据抽取、转换和加载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ｏａｄｉｎｇ，ＥＴＬ）过程形成标准化的
数据结构：ＣＤＭ定义了通用数据结构与规范，以适
应各种医疗机构提交主动监测系统必需、期望的关

键数据；相关机构可将其本地原始格式的数据转换

成ＯＨＤＳＩＣＤＭ定义的数据结构；将包含所有相关
编码字典的概念 （如 ＩＣＤ－９，ＣＰＴ－４等）映射转
换成 ＯＨＤＳＩＣＤＭ标准化的概念。通过 ＥＴＬ设计，
从数据源提取所需数据，经过数据清洗将源数据集

内容转换成符合 ＣＤＭ表结构的格式，加载到 ＣＤＭ
中提供研究分析，其基本原理和设计框架，见图１。

图１　ＯＨＤＳＩ通用数据模型基本原理和设计框架［１５］

来源网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ｈｄｓｉｏｒｇ／ｄａｔ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

２２３　作用　作为核心工程的 ＣＤＭ创建一个通
用的结构和框架来组织和标准化观察性数据，对于

ＯＨＤＳＩ组织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一是使从事不同
业务、开展不同研究、拥有不同数据特征的机构向

ＯＨＤＳＩ提交的数据更加一致和标准，有利于数据存
储和后期的大规模使用；二是基于标准接口允许研

究人员开发各种分析方法，在不改变原始数据内容

的前提下可运行在任何标准化后的数据源上；三是

有效支持信息共享，包括研究方法、程序、基本分

析结果，可以跨数据源实现一致性的应用和解

释［１６］。ＣＤＭ为 ＯＨＤＳＩ持续性地进行开源分析工具
（ＡＴＬＡＳ、ＡＣＨＩＬＬＥＳ）开发、分析方法 （Ｃｏｈｏｒｔ
Ｍｅｔｈｏ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Ｌｅｖｅ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应用，为研究人员进行大规模观察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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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３　医学术语标准在中国的应用现状调查

３１　概述

ＯＨＤＳＩ中国组致力于利用数据科学和信息学的
方法促进健康医疗数据研究工作，针对中国临床数

据应用现状将扩展和定制ＯＨＤＳＩ中的数据科学方法
（通用数据模型）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其中医学术

语标准在临床及科研领域的应用是开展健康医疗数

据研究与应用的关键。基于此，选取中美从事临

床、术语标准科学研究的从业人员开展问卷调查，

以期了解目前我国医学术语标准应用及研究现状，

同时通过调研探索隐藏的现实问题，为推进国内相

关机构应用通用数据模型奠定基础，也为ＯＨＤＳＩ工
作组进一步开展医学术语标准在中国的落地应用提

供思路。

３２　调查问卷整体情况

本调查发放并最终回收来自中美临床和医学信

息研究、应用、教育等人员的共 １０６份有效问卷。
其中，中国研究人员占大多数 （８２％），集中在高
校、企业和医院；美国研究人员基本来自高校和医

疗机构。调查问卷基本信息统计，见表２。人员分
布，见图２。可以看出随着我国互联网及信息技术
的高速发展，不仅有诸多专业的医疗和科研人员参

与医学信息学学科建设，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新

企业关注医疗大数据这个热门领域的发展，积极与

医疗科研机构和医院进行密切合作，从事医学信息

相关研究工作。

表２　调查问卷基本信息统计

类别 选项 百分比 （％）
国家　　　　　　 中国　　 ８２１

美国　　 １７９
职业分布　　　　 高等院校 ３６８

公司　　 ３３０
医院　　 ２６４
其他　　 ３８

　是否有使用医学术语 是　　　 ６１３
标准的经验　　　 否　　　 ３８７

图２　调查对象国家及职业分布

３３　我国医学术语标准应用现状调查结果分析

３３１　医学术语标准应用场景覆盖医学信息处理
的诸多环节　在对医学术语标准应用场景的调查中
发现其主要用途是数据标准化处理，其次是借助术

语标准开展数据分析，再次是用于文献检索与数据

采集。由于不同医疗机构的术语使用不一致，故利

用现有标准开展数据标准化处理是最广泛的用途。

无论是科研人员还是临床医生在数据的收集过程中

都涉及不同来源、类型、格式的数据统一存取，需

要利用标准编码系统，如 ＩＣＤ－１０等将源数据进行
合理分类，确定数据收集策略和存储规则。而为了

能够大规模使用医疗数据开展数据分析等工作，数

据的标准化转换是必不可少的，需要通过术语标准

将不同表达方式的数据进行映射编码，确保数据格

式的统一，开展数据治理工作。而医学研究人员在

进行医学文献检索时需要利用主题词表在数据库内

进行文献内容的规范、高效查找，例如由美国国立

医学图书馆制定的医学主题词表 （ＭｅＳＨ），因此从
医学文献检索到医疗数据收集、标准化处理以及分

析的各个阶段，诸多研究者都会在实际的科学研究

和临床工作中应用医学术语标准，证实医学术语标

准在医学信息处理和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各环

节应用分布，见图３。

图３　医学术语标准应用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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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中美研究人员对医学术语标准应用存在明
显差异　关于使用医学术语标准经验的调查，结果
显示中国仅有６０％左右的研究人员表示使用过医学
术语标准，而美国则有 ９０％以上的研究人员使用
过。可见医学术语标准在国内医疗系统中的推广应

用与国外还存在一定差距，推测其原因，国内研究

和引进医学术语标准晚于国外多年，在国内大范围

的推广和应用存在一定难度，目前众多医疗机构和

研究机构内部都有自行定义和使用的术语编码系

统，仍有部分医学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在实际工作研

究中更倾向于使用各自内部自行定义的编码对医学

信息进行规范化处理。

３３３　国际主流术语标准应用广泛　国际社会对
医学术语标准化研究起步较早，各术语标准化组织

的共同努力促使国外医学标准及术语集成果丰富，

且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中取得良好成果。本研究对

研究人员具体使用行为的调查结果，见图４。国内
研究人员对一些国际已经被广泛使用的标准存在较

高的共识度，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制定的国际疾病分类与代码
（ＩＣＤ－１０／ＩＣＤ－９），由国际医学术语标准化与研发
组织制定的系统化医学术语集———临床术语版

（ＳＮＯＭＥＤＣＴ），以及 ＭｅＳＨ等综合性医学术语标
准，对观测指标标识符逻辑命名与编码系统 （Ｌｏｇｉ
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ｓＮａｍｅｓａｎｄＣｏｄｅｓ，ＬＯＩＮＣ）、
人类表型本体 （Ｈｕｍａｎ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ＨＰＯ）、
临床药品规范化命名表 ＲｘＮｏｒｍ等专业术语标准有
一定的使用；与对美国研究人员的调研结果一致，

符合国际主流趋势。而目前国内已有的医学术语标

准主要有中文医学主题词表 （ＣＭｅＳＨ）、国际疾病
分类法中文版ＩＣＤ－１０及其各个修订版等，在成果
产出数量和应用效果方面都与国际水平存在较大差

距，问卷调查显示仅有少部分中国研究人员

（１０％）偶尔选择使用国内术语标准开展数据分析，
证明国内自主开发制定的标准化临床医疗术语标准

目前仍处于小范围的应用阶段，影响力远不如国际

主流术语标准，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图４　医学术语标准使用情况

３４　我国医学术语标准应用现存问题调查结果分析

３４１　推广应用存在困难　通过对我国医学术语
标准应用现状调查发现大多数研究者都对其应用持

积极态度，也肯定了其对于临床工作和科学研究的

重要价值，但大部分研究人员普遍认为现阶段医学

术语标准在实践应用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

决，包括缺少术语标准相关推广、术语不完备、数

据不规范、缺少术语管理工具、采纳何种术语标准

更有效，以及实施术语标准存在难度等，见图 ５。
分析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面向一线术语应用的培训指

导工作欠缺，致使一线工作和研究人员在应用过程

中存在术语标准化意识薄弱、操作不规范等问题。

同时引进的国际术语标准在进行本土化时存在术语

不完备现象，国际术语标准与本地标准的对接还存

在一定难度，一些中国特有的疾病并不能及时在汉

化版的国际术语标准中出现，例如克山病。此外我

国医疗环节中采用的一些本地化术语在国际术语标

准中也尚未涵盖。原始数据不规范、缺乏术语管理

工具等问题也是致使研究人员无法在实践过程中较

好应用术语标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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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国内术语应用难点分布

３４２　共识共通成为最大难题　除了对医学术语
标准应用现状进行调查外，本研究还针对我国医学

术语标准开发研究工作进行初步调查。调查对象中

仅有２１％的人参与过医学术语标准开发，且大多数
调查对象认为医学术语标准开发困难重重，主要问

题集中在术语标准建设的共识共通上。“缺乏协调、

各自为政”、“通用性难以估计”、“缺乏正式的基于

共识的过程”等都是一线术语开发人员的切实体

验。“考虑应用场景和具体需求”、“术语标准的全

面性、准确性以及语义关系描述”、“后期的维护支

持”等也是术语开发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

３４３　国际标准在国内应用发展建议　结合目前
国内医学术语标准使用现状，以及对 ＣＤＭ等国际
标准模型的应用现状，本研究整理了国内应用ＣＤＭ
及ＯＨＤＳＩ相关标准的建议方向，对受访者进行推广
医学术语标准建议的问卷调查，见图６。通过分析
发现大部分科研人员认为加强 ＣＤＭ及国际术语标
准的推广尤为重要，开展国际标准中文版本的建设

及整合也较为重要，具体包括国际标准中文版工具

平台的开发，而进行不同术语系统间的兼容、整合

和映射研究也较为重要，３者协同推进有助于加快
ＣＤＭ及国际术语标准在中国的推广与应用。

图６　ＣＤＭ推广与应用建议

４　思考及建议

４１　应用方面

４１１　原始数据结构化程度较低，数据质量难以

保证　医疗行业是信息化程度很高但数据化程度很

低的领域。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医院虽然已实现 ＨＩＳ

全覆盖，基于 ＨＩＳ、ＥＭＲ可以采集到患者身体指
标、诊断、治疗、随访等临床数据，但由于患者信

息底层逻辑不清晰，医学治疗过程非标准化，大多

数治疗数据都是开放式记录，系统存储的患者数据

大多为非结构化的文档数据，需要进行大规模、复

杂的筛选清洗工作，对医务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数

据标准化工作带来极大挑战。

４１２　术语标准普及和推广尚需继续加强，完善

配套服务　国际医疗卫生组织不仅在医学术语标准

的制定方面不断地创新努力，在推动其应用实施方

面也不遗余力，高度重视。国内相关政府机构及部

门也积极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推动医学信息标准化

建设，高度重视标准制定和构建，建议在标准实施

方面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和有效引导，尽快推进医

疗标准术语进入实质使用阶段，加速医院之间的互

连和信息共享。同时加强对基层医务和科研人员的

培训和教育工作，对于已经推广应用的标准建立完

善的后续维护、更新机制，帮助已有的标准落地和

持续性发展。

４１３　标准研究工作不够深入，本土适应性不强

　虽然已引进的大量国际术语标准在国内得到较为

广泛的应用，但标准的本土化研究仍然不尽人意，

除基本的翻译工作外，缺乏对引进术语标准原理机

制的深入研究和适应国内医疗环境的改造，当前已

有的借鉴国际并翻译生成的本地化术语表往往存在

内容不完整、规模较小、质量参差不齐、缺乏长期

维护等问题。

４１４　医学术语标准研究缺乏统一规划、协同合

作　医学信息标准体系是整个医疗卫生信息标准化

工作的指南，只有建立科学的国家医学信息学标准

体系，将众多医疗卫生信息标准在此体系下协调一

致才能充分发挥系统功能，获得良好的系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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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０年第４１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Ｖｏｌ．４１，Ｎｏ．２



应［１７］。国内相关机构在借鉴和吸收国际先进医学信

息标准化成果的基础上启动国家卫生信息标准基础

框架，但尚未形成可以统一指导我国医学信息标准

化发展的规范体系，诸多研究机构之间缺乏有效沟

通协调机制和统一规范，各自为政，致使少数已经

形成和应用的标准尚不成熟、不完善、可操作性不

强，不能满足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及其信息体系建设

的需要。医学术语标准建设与应用是国际医疗卫生

组织关注的重点话题，也是当前推进我国医院、社

区等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化信息建设、实现医疗强国

梦的主要瓶颈和障碍。因此基于ＯＨＤＳＩ项目国际组

织及中国组加强建设通用数据模型及术语标准的契

机，抓紧制定医学信息管理和技术标准、重视标准

贯彻实施、形成与国际标准衔接、具有中国特色的

医学信息标准体系至关重要。

４２　发展建议

４２１　规范医学术语标准建设，推动标准应用实

施　现阶段我国医学信息标准化建设要以应用为

主，强化实施。应采取多项得力措施，从国家战略

层面分析我国医学术语标准化的需求特点，明确标

准研究和发展重点任务和工作，建立医药卫生信息

共享、公用的公共标准和规范。同时加大对医学术

语标准研究、推广资金和精力投入，采取强制手段

开展医学信息标准化工作，加大基层医疗机构的宣

传推广力度，开展大规模持续性的培训教育工作，

使医疗机构、团体认识到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从

而有效应用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质

量。

４２２　学习借鉴国际标准化建设经验，进行本土

适应性改进　在我国医学信息标准化水平不高的情

况下，要充分借鉴和引用国际先进标准，加强与国

际相关组织之间的沟通合作，掌握国际动态和发展

趋势，加快我国医学信息标准化建设，制定医学信

息标准化发展规划和标准体系，缩小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同时要积极开展本土化应用的深入研究，充

分结合我国卫生医疗事业发展特点，加强自主创新

工作，对引进数据标准进行补充和维护，建设先

进、符合国情需要的医学术语标准和相关技术

工具。

４２３　促进行业间协同合作，共同发力产出应用

成果　加强各科研部门间的沟通配合，对术语标准
制定、研究和实施进行统一规划，避免人力物力资

源的重复浪费。紧密联系各级卫生医疗机构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工作，充分了解标准应用实施的具体需

求和背景，进行案例建设和应用，借鉴其临床实践

经验对医学标准建设提供直接、有效的参考依据。

同时与国内具有技术优势的医疗大数据组织或企业

合作，借助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开展大规

模医疗数据标准化、数据分析、知识发现等工作，

充分发挥行业内各方人才、技术优势，将医学标准

和数据应用落到实处，产出有力的科研成果，助力

我国医学信息标准化建设。

５　结语

本研究对观察性健康医疗数据研究项目 ＯＨＤＳＩ

宗旨、开发的通用数据模型 ＣＤＭ工作原理展开详

细分析，选取中美两国从事医学信息标准研究、应

用的相关人员展开问卷调查与结果分析，总结国内

外相关机构应用 ＣＤＭ及相关术语标准的现状，问

卷数量覆盖度有限，后续会考虑进一步扩大问卷调

查范围，使调查结果更加科学合理。基于目前的分

析，总结国际通用医学术语标准应用难点并提出发

展建议，以期为国际医学术语标准在国内的普及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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