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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

提出要扎实推进中医药继承，加强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建设，吸引、鼓励名老中医药专家和长

期服务基层的中医药专家通过师承模式培养多层次

中医药骨干人才。《“十三五”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

规划》指出要深入开展名老中医传承，建立行之有

效的名老中医临证经验与学术思想的传承方法，构

建中医临证信息采集云平台、临床诊疗决策支持系

统、名医师承互动传授平台，提升传承共享效率与

传播速度，培养一批中青年名中医。

２　名医传承方法与实践

２１　方法

李振吉提出名医传承４项总体目标是总结临床

经验、研究学术思想、传承创新方法、培养新一代

名医。其中创新传承方法是名医经验传承研究的重

要目标之一。明确名老中医传承内容和载体，重在

经验的临床应用和提炼升华，要把研究传承方法上

升到方法学层面，把现代分析挖掘上升到智能解

析，以社会化服务为核心，突出实用医疗服务，探

索名医经验传承新思路将为新一代名中医培养方式

创新提供参考。名老中医服务平台和一线跟师人员

信息采集实用软件为名老中医经验传承提供了现代

化服务手段［１］。

２２　实践

为推动名医传承发展，全国多地建立名医传承

工作室，继承、发展、研究名老中医经验。如北京

市中医管理局启动 “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抢救

挖掘与优秀传承人才培养联动工程” （即 “薪火传

承３＋３工程”），建立了 “两室一站” （名家研究

室、名医工作室、名医传承工作站）［２］。在信息化

浪潮推动下中医药领域研发应用了多个信息采集、

数据挖掘、可视化展示等平台、系统，如名医传承

国家服务平台、中医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平台、

中医传承辅助平台、中医临床大数据挖掘分析平

台、古今医案云平台 （中医医案知识服务与共享系

统）、中医医案大数据分析系统、方药分析系统、

方剂药物组配模式分析系统、中医药数据挖掘系统

ＴＣＭＭｉｎｅｒ、中药配方系统等。同时在 “互联网 ＋”
理念支撑下，创建一对多、开放式、互动式、终身

制的良性循环传承创新模式，可改变以往一对一、

封闭式、灌输式、阶段性的传承方式［３］，将互联网

技术应用于名医传承工作中。

３　人工智能技术［４］

３１　计算机视觉［５］

通过算法对图像进行识别分析，目前最广泛的

应用是人脸和图像识别。相关技术具体包括图像分

类、目标跟踪、语义分割。

３２　机器学习

基本思想是通过计算机对数据的学习提升自身

性能。按照学习方法分类可分为监督学习、无监督

学习、半监督学习和强化学习。

３３　自然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ＮＬＰ）是指计算机拥有识别理解人类文本语言的能
力，是结合计算机科学与人类语言学的交叉学科。

分为语法语义分析、信息抽取、文本挖掘、信息检

索、机器翻译、问答系统和对话系统７个方向，主
要有５类技术，分别是分类、匹配、翻译、结构预
测及序列决策过程。

３４　语音识别

一种非接触式的识别技术，通过将人类语音输

入转换为一种机器可以理解的语言或者自然语言，

让计算机通过特定的音频、音调等分析与识别，从

而理解人类语言并执行相应操作。其优势在于可仅

利用声音实现技术性操作。

４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中医传承工作站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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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整体设计

在中医药传承发展创新要求下，借助人工智能

技术，在 “古今医案云平台”软件系统基础上建设

集云平台、客户端软件及硬件设备为一体的集成化

中医传承工作站，用于临床中医传承工作。实现临

床纸质医案智能识别、中医问诊信息采集识别、中

医面诊及舌诊信息采集识别、中医脉象信息采集识

别等功能，见图１。

图１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中医传承工作站整体设计框架

４２　主要功能

４２１　中医药专业语音识别　中医传承工作站对

４０万份古今医案经过分词处理后形成中医医案语料

库，结合中医医案领域专业术语或常用描述性词汇

建立特有语音识别模型，应用于中医医案采集。基

于卷积神经网络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ＣＮＮ）和递归神经网络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

ＲＮＮ）技术构建声学模型和语言模型，提取声学特

征并通过识别引擎翻译为对应文字。最终得到识别

准确率达９０％以上的智能语音医案采集系统，医案

采集时间小于１ｍｉｎ／诊次，提高传统中医临床采集

效率。

４２２　中医舌面诊采集分析　舌面诊是中医望诊

的主要内容，随着图像处理技术在医学领域的不断

应用推广，舌面诊的客观化采集分析技术得到发

展。中医传承工作站与成熟的四诊采集仪器进行深

度对接，可以在医案采集过程中调取客观采集的面

象、舌象图片以及初步判定结果，接入古今医案云

平台的医案信息采集模块，进行通信接入存储、分

析、展示，实现医案采集过程的主观描述和客观采

集相结合，保留原始就诊状态信息以便追溯。

４２３　中医脉象采集分析　传感器技术的发展为

中医脉象客观化采集技术水平提升带来契机，大数

据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也为提升脉象分析能力

提供支撑。中医传承工作站通过自主研发穿戴式脉

诊设备，模拟名老中医寸、关、尺、轻、中、重等

不同位置、不同力度的诊脉方式，客观化绘制脉搏

变化图像，与中医脉象理论相结合，实现脉象客观

化采集。同时中医传承工作站也与道生四诊仪进行

对接，获取脉象图片、分析结果，接入古今医案云

平台进行管理、存储、分析。

４２４　纸质病历ＯＣＲ识别　光学字符识别 （Ｏｐｔｉ

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ＣＲ）是将大量纸质病历

转化为文本数据的重要手段。收集大量不同格式的

纸质医案进行识别训练、专业标注而形成训练集，

利用深度学习算法进行智能识别计算，构建名医医

案专业ＯＣＲ识别系统，能较好地识别中医专业处方

病历。结合朴素贝叶斯分类与特征抽取技术实现病

历文本自动分类，可以使研究者快速获得结构化数

据。中医传承工作站通过ＡＰＰ和客户端对医案资料

扫描件或者照片进行采集，利用识别程序实现自动

电子化、文本化，协助名医医案资料的保存、整理

工作，从而提高名医传承工作信息化程度和效率。

４２５　临床数据规范化处理　临床数据清洗和规

范化、标准化是进行信息交换、传输、数据挖掘分

析的重要环节。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为信息抽

取、语义分析、文本挖掘等方面的中医临床信息研

究提供支撑。古今医案云平台配置了５万余个专业

术语词，支撑中医医案的数据清洗、规范。

４２６　名医经验数据挖掘分析　中医传承工作站

集成关联分析、聚类分析、复杂网络等多种数据挖

掘方法，对名老中医临证信息进行分析挖掘、可视

化展示及发现隐藏知识，促进名医经验传承发展。

５　中医应用需求及场景

５１　传承研究客观化

真实场景下名医临证信息采集是进行名医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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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资料，除了文本记录信息之外，中医四诊客

观信息采集存储是重要部分。在人工智能技术推进

下，随着图像识别技术、语音识别技术及传感器材

料等发展，四诊客观化采集及分析相关研究已取得

一定成果，如利用深度学习方法分析舌象、面象、

脉象，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四诊客观化主要指利

用现代仪器设备，仿照中医望、闻、问、切４种获
取患者症状体征的诊断方法，以图像或数字等形式

描述相关信息。在中医领域可以应用在面诊和舌诊

过程中，对患者面部及舌部颜色、质地等进行辨

识，辅助诊断。

５２　名医医案数字化

语音识别技术在中医药领域应用于处方输入、

数据查询以及临床信息采集等场景中。在中医医案

采集场景中应用智能语音识别方法，可以通过语言

传输进行医案记录。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不熟悉电脑

应用的老专家、老医生提高医案录入效率。名老中

医医案尤其已故名医医案大多以纸质资料形式留

存，保存成本高、传承困难，亟待进行电子化处

理。随着ＯＣＲ识别技术及工具日渐成熟、优化，可
利用图像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对纸质医案扫描件或照

片进行文本化处理，以方便研究及临床应用。

５３　名医经验传承共享

名老中医经验总结是名医经验传承的重要内

容，以往主要通过著述、弟子随诊传承临证经验。

存在经验总结主观化程度较高、传承范围较窄、易

失传等问题。随着信息化水平提高，利用数据挖掘

技术对名老中医医案中蕴含的经验、思想、知识及

其他隐含信息进行发掘利用，使得经验总结更为客

观化、证据化，方便研究、继承及临床应用。

５４　远程医疗服务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传统中医药传承模式

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客观化的信息采集、呈

现、分析、继承、传播，有助于名老中医医疗资源

通过信息化手段下沉至基层，为远程诊疗服务带来

发展契机，惠及更多医生、患者，为普及中医药临

床应用、充分利用名老中医资源提供新路径。

６　结语

中医传承工作站的构建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名老

中医传承紧密结合，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和信息发展

前沿力量推动传统中医药发展创新。未来将结合临

床实践继续完善中医传承工作站构建，以进一步细

致深入地推动名医传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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