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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分析已有的中医药基本理论和知识来源为基础，运用 Ｐｒｏｔéｇé软件将中医药知识进行系统的整
理、表达，定义知识语义、属性关联并扩展实例，为中医用药的应用研究提供知识推理框架，提高中医药

领域知识信息共享性和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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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近年知识图谱与本体构建、中医药领域知识表

示框架研究较为热门，目前最系统化的中医药术语

标准化体系有中医药学语言系统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
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ＣＭＬＳ），国家知识
基础设施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ＮＫＩ）
的中医药本体构建［１］，中医药临床术语集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ｅｒｍｓ，ＴＣＭＣＴ）等
大型术语系统。ＺｈｏｕＸ，ＷｕＺ和ＹｉｎＡ等［２］以已有

中医药知识体系为基础，研究开发了支持中医语言

知识检索、基于概念的信息检索和信息集成的中医

语言系统 （Ｕｎｉｆｉ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ＵＴＣＭＬＳ）本体应用程序。运用
Ｐｒｏｔéｇé软件构建本体是直观展示中医药知识体系的
重要方式之一，本文以分析已有的中医药基本理论

和知识来源为基础，通过Ｐｒｏｔéｇé编辑器将中医药知
识进行系统的整理、表达，定义知识语义、属性关

联并扩展实例，实现中医药信息知识共建、共享和

重用。

２　中医药本体知识相关概念及联系

２１　中医药本体概念

本体是共享概念模型的明确形式化规范说明，

具有强语义特性，能够以直观、图形化的方式来展

示领域知识，提高异构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有助

于知识共享［３］。由于中医药领域元数据存在完整性

不足、模糊不清等问题，需要构建中医药物本体，

以便系统地归纳整合数据，有利于领域知识共享和

重用。本体知识表示过程是构建知识图谱的基础，

在中医知识图谱的构建上，已有学者开展相关理论

研究和实际探索，目前医学中己有的本体数据有

ＭｅＳＨ、ＯＭＩＭ、Ｇｅｎ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ＨＰＯ等［４］。

２２　中医药本体构建知识来源

在本体构建方法上，目前研究多以ＴＣＭＬＳ为框
架，将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中的关键主题词

作为术语体系和分类依据，针对中医药学知识表达

和知识推理进行探索［３－６］。已有的中医领域本体较

多，由于中医领域的复杂性，现有研究侧重点各有

不同，主要集中于中医病证［７］、中医证候学［８］、治

则治法［９］和方剂学［１０］等方面的知识表达。ＭｉａｏＦ、
ＬｉｕＨ和ＨｕａｎｇＹ等［１１］通过整合相关疾病、症状和

处方数据资源构建本体，提取核心概念、概念描

述、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医药领域中关系的

限制约束，借助Ｐｒｏｔéｇé软件从中医药领域本体中获
取语义关系。本研究知识来源主要为 《中医药学主

题词表》、ＴＣＭＬＳ及２０２０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以下简称 《中国药典》）［１２］。为实现描述语言

转换，引入 《中医药主题词表》，需要在领域本体

中切合专业领域研究，因此依据专业知识进行再次

重构，使其具备更强的学术性、专业性。ＴＣＭＬＳ主
要分为语义网络和基础词库两部分，其中语义网络

部分定义１２８种语义类型，其框架构成系统顶层架
·８３·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１年第４２卷第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１，Ｖｏｌ．４２，Ｎｏ．６



构，依据该语义体系，为便于理解，将概念与临床

实际相结合，对中药药物语义类型构建进行整理分

类，根据 《中国药典》对中药系统概念进行具体内

涵划分，将其单列为 “中成药” “中药材饮片”及

“方剂”以增强内涵逻辑性和描述性［１３］，见图１。

图１　中药语义类型简化顶层本体构建

３　中医药本体构建

３１　本体构建方法

选取由斯坦福大学提出的 “七步法”来构建中

医药本体，具体步骤，见图２。首先确定中医药领域
本体构建专业内容范畴；对现有中医药本体领域研究

进行文献调研，考查是否有可以复用的本体框架；依

据 《中医药主题词表》列出中医药领域主要术语；将

定义的术语映射到类中自上而下构成等级体系；明确

定义中医药体系中类的属性；依据中医药领域数据来

源定义属性的分面；以方剂为例建立实例。

图２　 “七步法”流程

３２　中医药本体类的构建

选择标签ｃｌａｓｓ，创建基本类结构，基于ＴＣＭＬＳ
简化中药本体顶层系统构建及本体构建知识来源，

将主体中药主要分成 “事件”与 “实体”两大类，

由抽象概念映射到具体概念中： “事件”下分２级
类 “活动”与 “现象过程”， “实体”下分２级类
“中成药”“中药材 （饮片）”“人体”“化学成分”

“方剂”和 “药用动植物矿物”，最终建立的类目体

系，见图３。

图３　Ｐｒｏｔéｇé类目体系

３３　中医药本体属性定义

对构建的类进行对象属性和属性的分面定义，

本体中类与类之间的二元关系有两种类型的属性：

对象属性 （Ｏｂｊｅ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和数据型属性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１０］。选择自上而下的方式定义层级结

构，“上下位父子关系”用 “ｉｓ…ａ”来构建层次关
系，是有指向性的单向关系层级，在其他对象属性

中 “基源”和 “是…的基源”， “组成”和 “由…

组成”两组互逆，即逆属性 （Ｉｎｖｅｒｓ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关
系，是目标概念与源概念之间的双向关系，便于后

期推理，由于部分类之间的二元关系具有及物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属性，即上下传递性，因此在关系中
设置传递性选项。数据属性分类依据 《中医药学主

题词表》及 《中国药典》，例如以 《中国药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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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物 “刀豆”为例，其可提取数据属性有：“性

状”“鉴别”“炮制”“归经”“用法用量”“功用”

“贮藏”，该药材饮片在中医临床术语系统中的逻辑

性定义，见图４。以此方法进行具体层面的属性归
纳总结，中医药用药涉及的重要属性，见表１。在
本文的中医药本体构建中，所有术语都有属性定义

的差异，即在一个父词术语下属的子类中应与其他

相关的子类术语有区别，因此在考虑类的内部结构

时要考虑类之间关系的精确定义。通过确定上述属

性定义，完成中医药用药语义关系构建，中药本体

构建主干部分，见图５。中药本体全貌结构局部放
大图，见图６。

图４　刀豆饮片逻辑性定义

表１　中药本体类之间的属性关系

主体 关系描述 客体 关系类型

中药 主治 病因病机疾病 对象属性

具有药性 性能 对象属性

功效 功能功效 对象属性

基源 药用动物植物矿物 对象属性

影响 人体 对象属性

病因病机疾病 进程 人体 对象属性

特征 数据属性

病机 数据属性

发病类型 数据属性

发病因素 数据属性

中成药 是…的成分 中药材 （饮片） 对象属性

ｉｓ＿ａ 中药 对象属性

名称 数据属性

拼音 数据属性

性状 数据属性

鉴别 数据属性

剂型 数据属性

贮藏 数据属性

续表１

用法用量 数据属性

中药材 是…的成分 化学成分 对象属性

（饮片） ｉｓ＿ａ 中药 对象属性

组成 中成药 对象属性

组成 方剂 对象属性

配伍 中药材 （饮片） 对象属性

中药名 数据属性

拉丁名 数据属性

拼音 数据属性

别名 数据属性

形状 数据属性

用法用量 数据属性

贮藏 数据属性

鉴别 数据属性

质地 数据属性

颜色 数据属性

浸出物 数据属性

制剂 数据属性

炮制 数据属性

方剂 由…组成 中药材 （饮片） 对象属性

主治 疾病、症状、证候 对象属性

由…组成 中药 对象属性

方剂名 数据属性

用法 数据属性

功用 数据属性

方解 数据属性

证治机理 数据属性

配伍特点 数据属性

药用动物 是…的基源 中药 对象属性

名称 数据属性

植物矿物 科属 数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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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中药本体主体结构

图６　中药本体全貌结构 （局部放大）

３４　创建实例

３４１　实例１　在Ｐｒｏｔéｇé中，为解释药物与病因
病机之间的关系，将方剂与症状属性相关联，如创

建 “症状”类的实例 “咳嗽 （ｃｏｕｇｈ）”， “症状”

的数据属性 “特征”与 “病机”用作 “咳嗽

（ｃｏｕｇｈ）”的属性声明，其中 “咳嗽 （ｃｏｕｇｈ）”个
体有６条使用记录。创建 “方剂”类的实例 “止咳

平喘剂”，“方剂”的数据属性 “功用”用作 “止

咳平喘剂”的属性声明，其中 “止咳平喘剂”个体

有５条使用记录，其 “功用”属性值为 “有消除痰

饮、止咳平喘及化痰、散结、截疟等作用”。中药

主治症状，而中药由方剂组成，方剂与症状的语义

关系为 “方剂 －主治 －症状”，由上述语义关系可
以构建二者实例关系，“咳嗽”的使用药物为 “止

咳平喘剂”，对应 “止咳平喘剂”可以主治 “咳

嗽”，具体实例关系，见图７。

图７　咳嗽实例语义关系

３４２　实例２　 “中药”可以影响 “人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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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展示中药对人体的影响关系，构建 “人体”与

“方剂”的实例关系。如创建 “人体”类的实例

“五脏”，“五脏”属于 “脏腑”，“人体－脏腑”的
数据属性 “名称”与 “生理功能”用作 “五脏”

的属性声明，其中 “五脏”个体有６条使用记录。
创建 “方剂”类的实例 “安神剂”， “方剂”的数

据属性 “方剂名”“用法”“功用”“配伍特点”用

作 “安神剂”的属性声明，其中 “止咳平喘剂”个

体有８条使用记录，其属性值如下。方剂名：安神
剂；功用：安神药分别有镇惊安神、养血安神、补

心安神及解郁安神等作用，此外有些安神药还有平

肝潜阳、明目、收敛固涩等作用；用法：因神志不

安常以虚实夹杂证出现，故重镇安神剂和滋养安神

剂往往配合应用，以求标本兼顾；配伍特点：使用

安神药需根据不同病因及病情变化适当配伍用药。

如心火亢盛者，当配清泻心火药；痰火扰心者，当

配清热化痰药等。中药影响人体，人体由脏腑组

成，而中药由方剂组成，方剂与人体的语义关系为

“方剂－影响－人体”，由上述语义关系可以构建二
者实例关系，“五脏”的使用药物为 “安神剂”，对

应 “安神剂”可以影响 “脏腑 －五脏”，具体实例
关系，见图８。

图８　方剂与人体实例语义关系

４　创新性及局限性

４１　创新性

借鉴药典知识与 ＴＣＭＬＳ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Ｎｅｔｗｏｒｋ顶层
本体框架，针对中医药学本体构建，初步建立中医

用药本体框架，中药名称概念包含中药材、中药饮

片和方剂，因各自内涵属性不同，将其概念分开描

述分析，以确保其类与类之间的概念独立性和准确

性［１０］，使其体系更加完善，同时提高中医药知识表

示的复用可能性。不同于以往构建中医本体的单一

性，将方剂和中药材合并为中药，简化本体构建。

本文创新点在于将方剂、中成药及中药材饮片单独

分类构建，概念更为具体详尽，更有层次性；同时

构建方剂与症状之间的实例，解释药物对症状的作

用，具体阐述药理方面的解释，使对中药本体的理

解更加深入。

４２　局限性

在构建中医药本体的过程中存在一定局限性：

一是中医药领域本体构建在不同研究中类的划分存

在差异性，无法较好地重复利用；二是中药本体的

对象属性构建在不同研究中无法完全统一，不同中

药书籍对药品描述标准不同，会产生语义层面不统

一，如何实现并制定统一的适配语义系统日益迫

切；三是中药属性定义具有一定主观性，现有研究

通常通过专家评价方式来解决该问题。建议将复杂

概念层次化，建立较为完善统一的本体体系，以增

加可利用性；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医药学语言系统；

参考已有的评价标准，建立评价体系指导本体构

建；利用已有本体框架进行进一步知识推理，设计

相应方剂应用场景，解决中医药针对不同病因病机

的用药方案选择问题。

５　结语

本体构建有助于中医药领域知识表达和应用，

中医药领域本体研究仍存在可探索的空间，为提

高中医临床医疗信息利用效率，需加快完善中医

药语言系统［１４］。如何将中医药信息知识全面展示

的同时提高中医药领域本体实际应用的服务性还

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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