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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医学信息学学科发展”专论序言

钱　庆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图书馆　北京１０００２０）

　　医学信息学是一门与多学科融汇渗透、相辅相成的新兴交叉学科。其综合运用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
数学、统计学等技术和方法，对医学数据、信息、知识进行收集与处理、表示与存储、分类与标注、组织

与整合、挖掘与分析、查找与定位，并将其有效应用于医学科研实验、医学教育、临床诊疗、医疗保险以

及卫生决策等方面。医学大数据发展迅猛，带动医学科学研究精准医学范式的出现，更加注重利用计算机

技术从大数据中发现和理解医学规律和知识，引发医学科学思维的深刻变革；算法、算力和数据的突破性

发展，推动人工智能进入３０时代；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５Ｇ等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数字健
康、智慧健康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健康中国战略推动全民健康管理水平提升，变被动的疾病治

疗为主动的自我健康监控。在此背景下，医学信息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国的医学信息学发展起步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近年来随着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数据驱动的
卫生健康科技创新，社会对既了解医疗行业、又懂信息技术的高层次医学信息人才产生大量需求。医学信

息学学科内涵不断深化，学科外延不断拓展，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不断变化，涌现出一批分支学科。本期

专论以 “医学信息学学科发展”为主题，共包括６篇文章，从多个角度展现了我国医学信息学学科发展与
建设情况。“我国高层次医学信息人才培养体系建构的思考”一文探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时代的快

速发展对我国高层次医学信息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从建立国家 －社会 －院校 －机构多方协同的培养体
系、提升整体人才培养质量与规范化程度、完善职业发展设计等方面提出建议，为我国相关人才培养提供

了重要参考；“我国医学信息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一文从明确专业学科定位、优化师资队伍等方面提出

推进我国医学信息学研究生教育的建议，为教育部门和各培养单位提供决策支持；“医疗服务向健康服务转

型背景下的我国健康信息学研究”“用户健康信息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设想”两篇文章分别从分支学科角度探

讨了医学信息学分支领域最新研究进展与发展设想；“中医药信息学基本理论与学科体系研究新进展”“我

国中医药信息教育发展历程与展望”两篇文章则宏观展现了中医药信息学基本理论、学科建设及发展状况

并对未来进行展望，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为推动我国医学信息学学科发展，首届中国医学信息学学科发展大会将于近期举行。会议的召开将有

助于促进卫生健康和医学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信息科学技术在卫生健康领域的交叉融合应用。在未

来医学信息学发展过程中，随着学科框架日益完善，学科体系日益融合，医学信息学的定位，将从早期的

辅助医学研究逐渐转变为构成医学学科的重要基础，以及医疗保健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医学数据共

享将加快落地，医学大数据的可获得性将极大提升；知识图谱与知识表示将突破传统知识组织语义限制，

多来源多模态异构数据深度整合的关键技术将获得突破性发展；“互联网 ＋医疗健康”生态环境将更加完
善，人工智能新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将逐渐深入；医学信息学教育将更加注重高层次人才以及核心技能

培养，逐步填补空缺。医学信息学学科的建设、发展与变革，必将导航并引领新医疗手段的探索以及新药

物的研发，在大数据时代为医学产业、学术和研究等各方面提供更多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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