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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详细阐述借助ＥＸＣＥＬ进行中医药数据元、数据集标准规范化的具体流程，指出其应用能够提高
工作效率，降低出错率，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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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医药发展 “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

规划均将完善标准体系作为重点任务［１］列入其中。

２０１５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拨付专项资金开展信息标

准制修订研究，共立项１０１项中医药信息标准，项

目承担单位涵盖北京、湖北等全国 １３个省 （市）

３６家中医药机构，其中中医药大学６所、三级甲等

中医医院２７家、中医科研院所３家，直接参与项目

研究人员达６４０余人［２］。历时３年已发布第１批团
体标准５７项并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正式实施，其中
数据元、数据集类标准２６项，功能规范类标准１３
项，建设指南类标准７项，分类代码及其他规范类
标准１１项。本文对上述２６项数据元、数据集标准
发布前最后的规范化整理进行总结和思考，应用办

公软件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为数据元、数据集类标准规范
化提供常规方法和思路。

２　研究思路与前期准备

２１　研究思路

前期已组织专人对１０１项标准的名称术语［３］以

及数据元标识符、数据集内部标识符等进行规范化

整理［４］，项目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标准文本过程中

增删数据元的情况，故本次数据元、数据集标准规

范化的重点主要是对 ９项数据元 （目录或值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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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和１７项数据集的数据元标识符和数据集内部
标识符进行统一，此外还包括标准报批稿格式，标

点符号、语言文字及译文等的审查。研究具体思

路，见图１。

图１　中医药数据元、数据集标准规范化研究思路

２２　前期准备

２２１　格式转换　由于提交的中医药数据元、数
据集标准均是 ＷＯＲＤ版本，为便于开展规范化工
作，首先需要将ＷＯＲＤ版本的数据元、数据集转换
成ＥＸＣＥＬ表格形式。数据集标准的表示格式是表
格形式，转换直接采用表格复制粘贴即可。但是在

数据元目录中，数据元的表示格式为目录式，采用

了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第 １部分：总则》
（ＷＳ３６３１－２０１１）中 “数据元专用属性摘要式目

录的通用格式”进行表示，需利用公式 ＝Ｉ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ＳＥ（ＯＦＦＳＥＴ（＄Ｂ＄１，（ＣＯＬＵＭＮ（Ａ１）
－１）＋（ＲＯＷ（Ａ１）－１）６，，））＝０，＂＂，ＴＲＡＮＳ
ＰＯＳＥ（ＯＦＦＳＥＴ（＄Ｂ＄１，（ＣＯＬＵＭＮ（Ａ１）－１）＋（ＲＯＷ
（Ａ１）－１）６，，）））将其转换成ＥＸＣＥＬ中的表格
格式。应用该公式前先检查目录式数据元中不存在

一个属性占多行单元格的情况，否则转换后的属性

值会错位。另外应用时首先在一个单元格中输入此

公式，然后横向填充完一个数据元的６个属性 （因

为本次统稿的所有数据元类标准都是选用６个专用
属性，若属性值有增加需拖动相应横着的单元格

数，公式中对应的跨行的 “６”也需做相应修改），
最后再选中一整条数据元包含的６个属性值竖直拖
动，填充完每一个数据元为 ＥＸＣＥＬ中的一行进行
表示。

２２２　增加溯源编码　数据元和数据集类标准中
的数据元在 ＥＸＣＥＬ中以表格显示，为了规范完成
后对标准文本做相应修改，以及后期能准确定位每

个数据元的来源，在数据元标准的６个属性后面添
加数据元溯源编码列，溯源编码规则，见图２。标
准规范负责人编号：１位字符，可以是标准规范负
责人姓的拼音大写首字母，也可以是约定的任意方

便记忆和识别的字符。项目编号：３位数字，项目
立项后的数字编号或者是预设定的标准号。顺序

号：４位数字 （具体位数以统稿中单个标准中所含

数据元条数最大值确定），每个标准中的数据元在

ＥＸＣＥＬ中顺序填充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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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数据元溯源编码规则

３　规范数据元标识符

３１　筛选未采标数据元

３１１　概述　将各个标准的数据元合并在一个
ｓｈｅｅｔ表中，共采集初始数据元１１９１５条 （包含单

个数据集内部重复的数据元和标准间重复的数据

元）。对数据元标识符进行统一。

３１２　数据元名称与卫生信息数据元、中医药信
息数据元名称相同的情况　完全采用卫生信息数据
元、中医药信息数据元的标识符、名称、定义、数

据元值的数据类型、表示格式、允许值范围所有属

性。

３１３　数据元名称与卫生信息数据元、中医药信
息数据元名称不同的情况　其数据元标识符以卫生
信息数据元标识符编码方法为基础，数据元标识符

的主题分类代码、大类代码、小类代码遵循 ＷＳ
３６３１－２０１１，顺序码由项目组自行选择１位字母加
两位数字的组合码来表示。首先需区分是否采标，

对于采标的数据元，只需核对采标正确性，而对于

未采标部分的数据元标识符，需要规划和统一编

码。用ＭＩＤ（Ｂ２，９，１）筛出数据元标识符顺序码
段的首位字符；用 ＩＦ（ＩＳＮＯＮＴＥＸＴ（Ｊ２），１，２）
判断是否采标，以及筛出来的字符是否为数字，如

果是赋值为１（采标），反之则赋值为２（未采标）。
在１１９１５条数据元中筛选出采标数据元５５６２条，
未采标数据元６３５３条，采标和未采标均包含数据

集内部和标准间重复的数据元。

３２　合并重复数据元

对未采标的６３５３条数据元去重，以便于对数
据元标识符编码，这是保障数据元唯一性的前提。

数据元名称排序后，首先对名称完全一致的数据元

进行去重，将相同数据元名称的多条数据元合并为

一条数据元和多个溯源编码形式。由于本次需要规

范化的数据元有的来源于数据集标准中，数据元被

赋予特定语境，名称不完全一致，但表示的意思相

同，这时需要对这类数据元进行抽象化提炼为一个

数据元，再进行去重合并，保障数据元的唯一性，

见表１。数据元去重合并结果，见表２。

表１　数据元去重合并整理示例

初始数据元名称　　 去重整理后数据元名称　

Ｗ期间类型代码 期间类型代码

期间代码 同上

预算执行期间代码 同上

绩效期间 同上

科目性质 科目性质类别代码

科目性质类别代码 同上

养老保险缴纳金额 养老保险缴纳金额

基本养老保险缴纳金额 同上

物资用途 物资用途

物资使用用途 同上

工资实发额 工资实发额

职员工资实发额 同上

报销人银行名称 银行名称

代发工资银行名称 同上

付款人银行名称 同上

收款人银行名称 同上

报销人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代发工资银行账号 同上

付款人银行账号 同上

收款人银行账号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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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数据元去重合并结果

数据元目录 （小类）
所属分类

表示

数据元数量 （个）

去重

之前

去重

之后

第１部分：总则 － － －
第２部分：标识 ２ １６３ ５８
第３部分：人口学及社会经济学

特征

３ ４７ １８

第４部分：健康史 ４ １４ １２
第５部分：健康危险因素 ５ １９ １４
第６部分：主诉与症状 ６ ３６２ １７４
第７部分：体格检查 ７ １３３ ８４
第８部分：临床辅助检查 ８ ３５ ３６
第９部分：实验室检查 ９ ２９ ２７
第１０部分：医学诊断 １０ １２２ ７２
第１１部分：医学评估 １１ ４９３ ３０８
第１２部分：计划与干预 １２ ８２０ ４９４
第１３部分：卫生费用 １３ ２３４ １３６
第１４部分：卫生机构 １４ ５２１ ２２４
第１５部分：卫生人员 １５ ５４８ ２１７
第１６部分：药品、设备与材料 １６ １０６８ ４７９
第１７部分：卫生管理 １７ １７４５ ８５８
合计 － ６３５３ ３２１１

３３　确定数据元所属分类

卫生数据元的分类和数据元标识符的编码规则

存在一定规律，见表３。根据数据元标识符的前８
位可以确定数据元对应所属的分类，然后应用

Ｖｌｏｏｋｕｐ函数，在数据元所属分类列输入公式 ＝
ＶＬＯＯＫＵＰ（ＬＥＦＴ（Ｂ２，８），Ｓｈｅｅｔ１！＄Ｄ＄３：＄Ｅ
＄１８，２，０） （ｓｈｅｅｔ１为表３中 “数据元标识符编

码规则”列改为只要前８位区分类别），对所有数
据元填充此公式，确定相应数据元所属分类。

表３　数据元分类及数据元标识符编码规则

数据元目录 （小类）
数据元标

识符编码规则

所属分类

表示

第１部分：总则 － －
第２部分：标识 ＤＥ０１００ ２
第３部分：人口学及社会经济

学特征

ＤＥ０２０１ ３

第４部分：健康史 ＤＥ０２１０ ４
第５部分：健康危险因素 ＤＥ０３００ ５
第６部分：主诉与症状 ＤＥ０４０１ ６
第７部分：体格检查 ＤＥ０４１０ ７
第８部分：临床辅助检查 ＤＥ０４３０ ８

续表３

第９部分：实验室检查 ＤＥ０４５０ ９

第１０部分：医学诊断 ＤＥ０５０１ １０

第１１部分：医学评估 ＤＥ０５１０ １１

第１２部分：计划与干预 ＤＥ０６００ １２

第１３部分：卫生费用 ＤＥ０７００ １３

第１４部分：卫生机构 ＤＥ０８１０ １４

第１５部分：卫生人员 ＤＥ０８３０ １５

第１６部分：药品、设备与材料 ＤＥ０８５０ １６

第１７部分：卫生管理 ＤＥ０９００ １７

３４　编码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标识符编码规则，见图３。在ＥＸＣＥＬ中
将每类数据元顺序码段从Ａ０１开始顺序编码 （字母

大写，字母Ｉ和 Ｏ因不易辨识不列入编码），为便
于数据元顺序码段编码以及后期有可能新增数据元

或者数据元分类有调整，将每类数据元单独放在一

个 ｓｈｅｅｔ表中，便于定位顺序码段的具体值，如
“毕业日期”、“入党日期”，“入校日期”、“学位授

予日期”等均属于 “第３部分：人口学及社会经济
学特征”，根据表２可确定数据元标识符前８位均
应为 “ＤＥ０２０１”，将其后３位顺序码段从 Ａ０１在
ＥＸＣＥＬ中顺序填充得到编码辅助列，见表４。在数
据元标识符列输入公式 ＝Ｅ２＆＂００＂ （Ｅ２列为表
４中的编码辅助列）补充数据元标识符的附加码。

图３　数据元标识符编码规则

表４　数据元标识符编码示例

编码辅助列 数据元标识符 数据元名称

ＤＥ０２０１Ａ０１ ＤＥ０２０１Ａ０１００ 毕业日期　　

ＤＥ０２０１Ａ０２ ＤＥ０２０１Ａ０２００ 入党日期　　

ＤＥ０２０１Ａ０３ ＤＥ０２０１Ａ０３００ 入校日期　　

ＤＥ０２０１Ａ０４ ＤＥ０２０１Ａ０４００ 学位授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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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规范数据集内部标识符

４１　确定数据集分类编码

数据集内部标识符由数据集分类编码 （又称数

据集类目编码）和数据元顺序号组成，数据集分类

编码是对数据集本质内容按照卫生信息基本数据集

编制规范 （ＷＳ３７０－２０１２）进行分类，见图４。将
本次需进行规范化的１７项数据集 （包含子集在内

共３２项）按照此分类编码规则分别编码数据集类
目编码，见表５。

图４　数据集分类编码

表５　数据集分类编码

序号 数据集名称 数据集分类编码

１ 中医药综合统计信息基本数据集 ＨＤＳＣ００Ａ１
２１ 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项目管理信息基本数据集 第１部分：预算精细化管理 ＨＤＳＣ００Ａ２
２２ 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项目管理信息基本数据集 第２部分：预算执行动态监控管理 ＨＤＳＣ００Ａ３
２３ 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项目管理信息基本数据集 第３部分：绩效考核管理 ＨＤＳＣ００Ａ４
３ 中医医院协同办公信息基本数据集 ＨＤＳＣ００Ａ５
４１ 中医医院资源管理信息基本数据集 第１部分 人力资源管理 ＨＤＳＣ００Ａ６
４２ 中医医院资源管理信息基本数据集 第２部分 财力资源管理 ＨＤＳＣ００Ａ７
４３ 中医医院资源管理信息基本数据集 第３部分 物力资源管理 ＨＤＳＣ００Ａ８
４４ 中医医院资源管理信息基本数据集 第４部分 综合管理 ＨＤＳＣ００Ａ９
５ 中医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ＨＤＳＤ００Ａ１
６ 推拿科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ＨＤＳＤ００Ａ２
７ 骨伤科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ＨＤＳＤ００Ａ３
８ 针灸科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ＨＤＳＤ００Ａ４
９ 中药煎药管理与质量控制信息基本数据集 ＨＤＳＤ００Ａ５
１０１ 中医医院护理管理信息基本数据集：第１部分 护理人力资源管理 ＨＤＳＤ００Ａ６
１０２ 中医医院护理管理信息基本数据集：第２部分 护理财力与物力资源管理 ＨＤＳＤ００Ａ７
１０３ 中医医院护理管理信息基本数据集：第３部分 护理业务资源管理 ＨＤＳＤ００Ａ８
１１１ 中医临床护理信息基本数据集：第１部分：护理评估记录 ＨＤＳＤ００Ａ９
１１２ 中医临床护理信息基本数据集：第２部分：护理记录 ＨＤＳＤ００Ｂ１
１１３ 中医临床护理信息基本数据集：第３部分：ＩＣＵ护理记录 ＨＤＳＤ００Ｂ２
１１４ 中医临床护理信息基本数据集：第４部分：ＮＩＣＵ护理记录 ＨＤＳＤ００Ｂ３
１１５ 中医临床护理信息基本数据集：第５部分：急诊护理记录 ＨＤＳＤ００Ｂ４
１１６ 中医临床护理信息基本数据集：第６部分：产科护理记录 ＨＤＳＤ００Ｂ５
１１７ 中医临床护理信息基本数据集：第７部分：血液净化护理记录 ＨＤＳＤ００Ｂ６
１１８ 中医临床护理信息基本数据集：第８部分：手术室护理记录 ＨＤＳＤ００Ｂ７
１１９ 中医临床护理信息基本数据集：第９部分：消毒供应中心记录 ＨＤＳＤ００Ｂ８
１２ 中医医院伦理审查信息基本数据集 ＨＤＳＤ００Ｂ９
１３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诊疗区 （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电子病历信息基本数据集 ＨＤＳＤ００Ｃ１
１４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诊疗区 （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知识库信息基本数据集 ＨＤＳＤ００Ｃ２
１５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诊疗区 （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基本医疗信息系统基本数据集 ＨＤＳＤ００Ｃ３
１６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诊疗区 （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治未病信息基本数据集 ＨＤＳＤ００Ｃ４
１７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诊疗区 （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远程会诊信息基本数据集 ＨＤＳＤ００Ｃ５

４２　编码数据集内部标识符　

每个数据集标准中内部标识符自成体系，同一

个数据元在同一个数据集标准中的内部标识符相同

且唯一［５］，见图５。数据集分类编码后３位数字的数
据元顺序号代表数据元在某特定数据集中的序号，每

个数据集中的数据元均从００１开始顺序编码。
（下转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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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和凝练，信息化人员常常忙于医院信息系统和硬

件维护、网络安全保障、数据处理分析等日常工

作，读文献、做科研的时间少，缺乏科研热情，医

院对信息化人员科研能力重视不够，仅作为技术支

撑部门，保障医院信息系统正常运行即可。对此三

级中医医院要发挥在中医药领域的领头军作用，重

视培养信息化人员科研创新能力，关注 “互联网 ＋

医疗健康”、 “互联网 ＋中医药健康服务”研究动

态，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研究。医院科研部

门要带动信息管理部门人员积极投身科研，参与管

理、临床等课题研究，支持申报各级各类信息化科

研课题，及时转化医院信息化建设成功案例和成

果，鼓励撰写和发表高质量论文。

５　结语

三级中医医院是中医医疗服务的龙头单位，具

备信息化建设较好资源和优势。随着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推进、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中医医院信

息化建设也将面临更多困难和挑战。信息管理部门

作为医院信息化建设的执行者，需明确自身定位和

职责，强化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注重知识培训，

提升专业技能，营造环境促进科研创新，为智慧中

医医院建设发挥重要的基础支撑和人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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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数据集内部标识符

５　结语

中医药数据元、数据集标准规范化是一个严谨

的过程，数据量大、易出错，每个步骤都很关键，

但同时此类标准具有很强的规律性，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

作为常用办公软件，功能强大，在数据处理上操作

便捷，将 ＥＸＣＥＬ应用于数据元、数据集标准规范

化工作中能够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出错率，为后续

开展类似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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