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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创新型医院机构知识库建设意义与目标，从数据采集与处理层、知识发现层、知识显示层３
个层面阐述医院机构知识库系统架构、内容建设、功能模块等，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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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北京市政府印

发 《北京市加快医药健康协同创新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卫健委等医院管理部门发布协同创新

系列文件，目的是加快医院向研究型、创新型方向

转型，丰富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医疗卫生

机构应用场景，推动医院人才梯队、重点学科建设

以及医院整体医疗及科技创新水平发展。在此背景

下各医院正积极探索提高科技创新水平，科研成果

数量及其产生的电子资料种类和数量不断增长，因

此如何有效地保存、管理，特别是高效利用知识成

果显得尤为重要。

２　机构知识库建设现状

２１　国际

机构知识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ＩＲ）是

对特定范围内知识资源进行搜集、组织、数字存

储、管理并将其中绝大部分资源对网络用户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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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的知识库，是机构管理科研成果、传播学术

知识、支持全社会创新的重要工具［１］。ＩＲ最早兴

起于美国，２００２年惠普公司实验室与麻省理工学

院合作，成功开发出 ＤＳｐａｃｅ系统并投入使用，是

全球最早的机构知识库开发软件平台［２］，随后 ＩＲ

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５月 １８日

英国诺丁汉大学 ＯｐｅｎＤＯＡＲ上收录的全球 ＩＲ共５

３５２个［３］，其中美国 ９００个，日本 ５４２个，英国

３１３个，中国１０７个。英国南安普顿大学ＲＯＡＲ上

收录的全球 ＩＲ共 ４８９４个［４］，其中美国 ８６５个，

德国２５３个，英国 ２６０个，中国 １８６个。可见我

国机构知识库建设数量与国外相比存在较大差距；

相比 ＯｐｅｎＤＯＡＲ目录系统，我国机构知识库更倾

向于在 ＲＯＡＲ上进行注册登记。

２２　国内

我国机构知识库建设工作起始于 ２００７年，以

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建设为代表。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由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

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等１４家机

构共同组建 “中国机构知识库推进工作组 （Ｃｈｉｎａ

Ｉ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５］，旨在推动我国 ＩＲ发

展，标志着我国 ＩＲ建设发展进入新阶段。近几年

国内较重要的 ＩＲ联盟主要包括中国科学院机构知

识库网格 （ＣＡＳＩＲＧＲＩＤ）和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

文献保障系统牵头的 ＣＡＬＩＳ高校机构知识库。在健

康医学领域已建成的代表性 ＩＲ有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ＩＲ、南京医科大学ＩＲ、北京大学医

学部ＩＲ、首都医科大学ＩＲ等。医疗机构 ＩＲ建设尚

处于起步阶段，各大医院都在积极探索 ＩＲ建设和

发展。

３　医院机构知识库建设意义与目标

３１　意义

医院知识库建设在机构知识库传统知识收集、

保存、传播功能基础上，应重点拓展科研项目管

理、科研产出管理、临床新技术成果转化、科研

绩效考核与评价等支撑科研管理的服务［６］。在这

个意义上医院知识库是医院科研管理系统的有机

组成部分。对于医院来说，ＩＲ不仅可以将机构学

术成果长期集中管理和保存，更重要的是可以分

析评价学科研究方向、过程、趋势和结果，完善

科研产出管理，提高绩效管理和评价工作效率，

提升成果展示度和医院科技影响力及专科声誉排

名等；对于研究者来说，ＩＲ能有效增加科研成果

可见度，提高学术论文被引频次，助力其科研工

作；对于教学人员来说，ＩＲ可以通过展示教学内

容、课件、报告视频、专长、研究方向、招生情

况等，提升教师教学影响力；对于临床医生来说，

ＩＲ可以长期保存和管理其临床实践知识与科研资

料，助力临床及科研工作。近年来随着科研课题

及科研产出逐年增加，搭建能够自由共享和存取，

高效易用的学术知识库，是医院客观需求，也能

够促进医院知识共享和科技创新。

３２　目标

参照 ＣＡＬＩＳ高校机构知识库联盟建设目标［７］，

结合医院创新发展需求，重点拓展面上科研管理

工作建设目标。一是实现医院科研产出长期存储

和持续更新。包括科研论文、会议论文、专著教

材、成果转化及专利、科技奖励、科研基金、教

学资料、伦理资料等。二是实现医院科研产出集

中展示，提升医院科研教学人员学术影响和地位。

包括 ＳＣＩ论文数量、影响影子、被引频次等；科

研项目分类统计、项目进展追踪等；医院专家个

人主页展示，包括个人基本情况、研究方向、研

究项目、产出论文、教学情况等。三是将医院机

构知识库建成开放获取仓储，推动医院科研产出

信息共享、打破信息孤岛。医院各类型知识产出

往往分散在不同部门、管理人员、研究者，通过

“统建 ＋自建 ＋个人参与”方式破除医院内部信息

壁垒，实现知识高效利用。四是支撑医院科研管

理和科研绩效考核工作。科研管理人员可以借助

机构知识库获取本机构科研产出，使考核及绩效

评估工作变得简单、快捷，同时便于及时、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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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医院科研产出及创新能力，从而制定规划和

方案，促进科技创新。

４　医院机构知识库系统架构及功能

４１　整体架构

根据医院机构知识库建设目标，将科研管理功

能嵌入机构知识库建设中，梳理医院科研知识成果

来源，构建各知识成果管理功能模块，为医院全面

揭示、展示、共享、评价、管理成果定义服务范

围，结合医院规模和特点，设计机构知识库系统框

架，见图１。

图１　医院机构知识库系统架构

４２　数据采集及处理层：内容建设

４２１　采集方式　主要为 “统建 ＋自建 ＋个人参
与”，即国内外文献资源库统一检索抓取的统建方

式，医院内科研管理人员、图书馆工作人员等录入数

据的自建方式，以及院内医生、研究者、学生等个人

用户主动缴存的个人参与方式。多方式相结合完整覆

盖医院知识成果来源渠道，全面汇聚科研成果。

４２２　数据类型　涵盖各种类型科研成果、科研

资源和科学数据。统建方式中涉及数据类型有国际

期刊、专利、标准、图书、会议论文等，支持 ＳＣＩ、

ＳＳＣＩ、ＩＳＴＰ、ＥＩ等重要索引库数据格式；自建、个

人参与方式涉及期刊论文、会议论文、报纸、著作

教材、专利、标准、科技成果、软件著作权、音像

出版物、研究报告、演示文稿、音视频图片、预印

本等数据类型。

４２３　相关标准　针对不同类型数据需符合并设

定元数据规范，相关国际和国内标准有： 《ＧＢ／Ｔ

２５１００－２０１０信息与文献、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

集》、元数据国家标准、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

统ＣＡＬＩＳ元数据规范等［８］。

４３　知识发现层：功能模块建设

４３１　成果统计与多维度分析　设置专家学者数
据集合、代表性成果数据集合、多媒体信息数据集

合，多层面展示医院学术成果，提供按部门、亚学

科、作者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年度变化趋势、

期刊 （ＳＣＩＥ、ＳＳＣＩ、北大核心、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目录）、影响因子、被引频次等多种统计维度展示

和导出检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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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　成果审核与管理　包括成果审核、成果管

理、统建更新成果认领等功能，通过管理人员审核

或个人认领、部门认领等方式，借助多维度成果统

计图表，辅助医院科研评价与绩效考核。

４３３　科研项目管理　按项目来源、名称、编

号、立项时间、经费、承担单位、ＰＩ、科室归属等

维度管理机构科研项目，提供统计图表、阶段性资

料上传和导出等功能。

４３４　研究生教学、伦理审查工作功能　研究生

教学模块主要实现招生动态发布、导师资源介绍

（包括导师简介、研究方向、科研项目、代表产出

等）、政策文件资料下载等功能；伦理审查工作模

块存储医院医学研究伦理审查项目相关初审、复

审、跟踪审查资料以及伦理相关标准操作规范和要

求，具有访问权限的用户 （包括研究者、申办者、

伦理委员会成员等）可提交资料及查阅进度，预留

相应接口供后期开发使用。

４３５　学科建设　学科或专科细化展示，体现医

院特色，多维统计医院各学科及科研团队成果量、

带头人、获奖成果、学科趋势及热点等。

４４　知识显示层：界面建设

用户可通过医院主页进入知识库，自定义首

页展示成果内容，如重点学科、热门专家、代表

科研产出等，界面展示层包括机构库、科研管理

人员、个人界面，以网页形式对数据进行展示。

通过知识库导航、全库检索、学者风采、学科建

设、重要成果等展示门户，全面揭示机构成果建

设情况。

５　结语

目前机构知识库在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应用

较为广泛，不乏成功案例，但医院机构知识库建设

尚处于起步阶段。创新型医院机构知识库建设中将

科研管理系统功能深度集成，在传统机构知识库成

果保存和展示基础上重点拓展学科建设、人才建

设、项目管理、科研绩效考核等功能，为医院创新

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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