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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中医药信息学学科诞生及其理论基础，从中医古籍数字化工程、中医药科学数据共建共享工
程、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工程以及中医药知识工程４方面阐述中医药信息工程技术领域研究进展，从中医临
床信息学方向、中药信息学方向、计算针灸学方向、中医药情报学方向４方面论述中医药信息应用科学领
域研究进展，阐释中医药信息学教育发展历程、学科发展现状以及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分类，为相关领域研

究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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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时代来临，

中医药学与信息科学不断碰撞、交叉、乃至融合。

在获取事物动态现象的运动规律和整体知识的过程

中，两者均重视从整体和动态角度出发观察研究事

物［１］。这不仅符合信息方法整体准则和功能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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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医学整体观的体现。基于两学科的共同理论

基础和相似的方法学，中医药信息学的形成是学科

交叉融合及学科拓展的历史必然。中医药信息学［２］

隶属中医药学，是信息化时代发展产生的重要分支

学科；其诞生关系到中医药学的可持续发展，同时

其在望闻问切等传统获取利用信息手段上的革新，

也标志着中医药诊疗手段与经验传承跨入现代化发

展的新里程［３］。

２　中医药信息学学科诞生及其理论基础

２１　学科诞生

２００８年崔蒙、尹爱宁和李海燕等在 “论建立中

医药信息学”［４］一文中提出，中医药学与信息学的

共同理论基础是二者对动态现象运动规律的认识，

信息方法、整体准则和功能准则是二者在方法学上

的结合点，文章确立了以中医药实践过程中产生的

信息为研究对象，是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形成的标

志。２０１５年崔蒙等主编的 《中医药信息学》丛书相

继问世，包括 《中医药信息学》 《中医药信息学概

论》《中医药信息标准》《中医药科学数据》《中医

药知识工程》 《中药信息学》 《中医临床信息学》

《中医药图书馆学》 《中医药情报学》，该系列丛书

详细介绍了中医药信息学的定义、内涵、外延及其

应用，并对学科理论体系、基本框架、主要研究领

域、研究方向进行了全方位阐述。

２２　学科定义、内涵与外延

中医药信息学是中医药学与信息学科相互碰

撞、融合产生的交叉学科。该学科以提高中医药信

息获取、转化、传播与利用能力为核心目标［５］，以

中医药信息为研究对象，以中医药信息学方法论为

研究方法，主要研究中医药学领域中信息的运动规

律及其相互作用。其内涵是指在中医药各领域的信

息获取、存储、处理和输出，以中医药学知识体系

为基础，融合信息学理论、信息管理理念和信息技

术，结合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各种工具，研究中医

药信息的动态现象运动规律，以阐明和理解大量数

据所包含的意义，为发展中医药学理论与方法学，

及推动中医药现代化提供支撑。其外延包括４个主
要方面：中医临床信息、中药信息、针灸信息、文

献信息。中医临床信息主要来自于中医诊疗技术、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临床电子病历数据平台等；中

药信息主要来自制药工程的信息化、计算机辅助新

药开发研究，以及中药系统工程；针灸信息主要来

自针灸文献理论研究、实验和临床记录信息；文献

信息主要是中医古代科研方法的延伸［６］，来自于中

医古籍与现代文献以及基于文献数据的知识发现。

２３　中医药信息特点

中医药信息同时具有整体信息、认识信息、现

象信息及时间信息的特点［７］。中医药信息是完全开

放环境下的人体与自然、社会交流和联系产生的综

合状态，这种开放性决定了中医药信息的系统性和

整体性；主客融合的信息获取手段决定了其认识论

信息的层次；中医药信息注重信息变化的关联性，

是包含本质在内的现象信息；相对重视体验对象在

时间上延续变化的状态与方式，对于空间分割产生

的信息获取能力相对较弱。中医药数据具有全数据

与知识密集型数据的特点，对某一具体事物从各个

维度全面进行描述，这一过程中又叠加了中医经验

性知识，形成的高维小样本数据很难使用传统方法

进行信息处理。这些特性与大数据的混杂性、整体

性和相关关系性特点相对一致，大数据处理方法更

适于中医药数据的利用及知识转化。中医药学对于

客体的体验认知过程，不是发生在物理世界，也不

在精神世界，而是在主客叠加的意象世界［８］。在此

意象世界中，人体的平衡及人体与自然、社会的和

谐得以实现，且认识的主客双方都具有主体性，

“和谐平衡”的生命健康状态是由双方共同评定的。

因此，构建意象世界，对于认识和评价中医疗效、

合理延长个体寿命、获得最佳生活质量等，具有积

极意义。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由数据流动构建

的虚拟世界对真实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医意象

世界中的真实可以借助虚拟世界得以呈现，这一改

变必将对以信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医药学发展起

到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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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中医药信息学方法论

中医药信息学方法论体系包括一个方法和两个

准则，一个方法即中医药信息方法，两个准则为中

医药信息功能准则与整体准则［９］。中医药信息学方

法，就是把中医药及其子系统的运动理解为信息传

递、转换的过程，通过对各系统信息流程的分析和

处理，获得对中医药及其子系统，以及多个子系统

间相互作用运动过程规律性认识的一种研究方法。

中医药信息功能准则是指在采用中医药信息方法对

中医药及其子系统进行研究过程中，不需要对中医

药系统的实体及其具体结构加以解剖分析，而是将

其分解为具有相对整体性的子系统，进而对各系统

信息流程加以综合性考察，着眼于中医药及其子系

统在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运动过程中包含

的本质的动态现象信息变化，从而获得关于各系统

运动规律的认识，以及各系统相互作用后运动规律

的认识。整体准则是指用中医药信息方法获取中医

药及其子系统信息时，是在中医学及信息科学理论

指导下，不割断系统本身联系以及各系统间联系，

不是只关注各系统局部，不忽略自然、社会对各系

统的影响，不将各系统看作静止不变的，不是在剖

析基础上进行简单的机械综合，而是直接从中医药

及其子系统，以及各系统与自然、社会相互融合形

成的整体出发，用联系的、全面的、动态的、转化

的观点去综合分析各系统运动过程中综合现象的状

态变化，以及各系统相互影响运动过程中复杂现象

状态的变化，从而获得对系统运动规律的认识。中

医药信息学的方法论遵循信息学的整体准则和功能

准则［４］。

２５　中医药信息学原理

第一，中医药信息获取原理，主要是以对客体

感知为基础，通过体验而不是观察所感知的人体及

其环境的变化，与中医学概念、理论或经验 “模

板”进行比较，从而对感知的中医药信息进行识

别。这些模板是在体验信息经过多次验证后形成

的。第二，中医药信息转化原理，是指把获取的中

医药信息转化为经验性知识，其关键是需要在中医

药体验信息中发现客体运动状态及状态变化方式的

个性特征，然后大量个别现象信息逐渐积累发展为

经验性知识整合。第三，中医药信息反馈控制原

理，中医体验客体的运动过程均是黑箱运动过程，

由于不清楚客体在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具体变化，

因而通过输出信息调节输入信息是中医药信息学通

过反馈控制系统运动的主要原理。第四，中医药经

验性知识激活原理，即通过对经验知识的选择以及

调节、反馈机制的建立，形成解决相应问题的策

略。中医药信息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在体验

信息转化的数据基础上，利用计算机技术，构建与

目的关联的知识选择模型，并同时建立相应的模型

自调节与反馈算法，从而促进中医药经验性知识激

活的实现。第五，中医药经验性知识传播原理，即

通过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不断转化，使得经

验性知识转化为领域的规范性知识，继而转化为领

域的常识性知识。

３　中医药信息工程技术领域研究进展

３１　中医古籍数字化工程

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医古籍数字化工作不断深化，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先后进行了多个

数据库的构建，包括 《全国中医古籍联合目录数据

库》《１１００种中医药珍籍秘典档案管理系统》 《中
医药珍善本古籍多媒体数据库》，并在检索系统中

配置了中医古籍后控词表，因此用户只需要输入已

知的检索词，系统会利用后控词表自动地把同义

词、相关词纳入检索式，然后采用 “或”逻辑将彼

此联系在一起，从而实现提高查全率的目标［１０］。目

前主要采用两种模式处理中医古籍，一是古籍扫

描，保持原貌，并用后控词表的形式加以标引，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制了 《国医典

藏》和 《民国医粹》等数据库产品并向各大高校、

科研院所、医疗机构提供网络服务；二是综合应用

多种计算机处理技术，如语义本体、数据挖掘、知

识组织方法等对古籍进行知识发现。

３２　中医药科学数据共建共享工程

中医药科学数据共建共享工程起源于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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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年代，以文摘数据库建设为起点，２０００年左右，

联合３７家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

药信息研究所牵头成立了中医药科学数据虚拟研究

院，开始了结构型数据库集群建设［１１］，联合浙江大

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共同开发了中医药科学数

据平台，在此平台上建立了中药基础数据库、中药

药理数据库、中国中药化学成分数据库及多个疾病

数据库等共４２个结构型数据库［１２］。随着大数据时

代的到来，数据应用理念变化，中医药科学数据建

设逐渐回归中医药数据的本体，基于全数据理念发

掘具有个体化特征的经验性规律，持续推动中医药

科学数据建设工程。

３３　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工程

标准化是中医药信息化的前提和基础，是推动

中医药信息化跨越式发展、规范业务应用信息系统

建设、实现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和有效交换、推进健

康大数据开放共享的基本需求。中医药信息标准化

工程建设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用于期刊文献数据

库标引的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陆续展开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研究，发布了一批

国家标准和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标准。２１

世纪初，科技部 “十一五”支撑计划 “中医疾病分

类代码等基础标准示范研究”项目设有１６个信息

标准课题，为后续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研制奠定

了基础。２００８年，从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Ｏ）健康信

息技术委员会 （ＴＣ２１５）开始，中医药信息标准建

设走向了世界［１３］。崔蒙、李海燕及其研究团队从语

义内容与信息模型方面分别阐明中医药信息学与医

学信息学的区别，获得了国际专家共识及国家实体

认可。２００９年 ＩＳＯ 成立了中医药技术委员会

（ＴＣ２４９），ＴＣ２１５与 ＴＣ２４９协商建立了联合工作组

（ＪＷＧ１），即ＴＣ２４９的 ＪＷＧ１（信息学联合工作组）

和ＴＣ２１５的ＪＷＧ１（中医药信息学联合工作组），主

要负责协调推进中医药信息国际标准研制［１４］。目

前，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工作取得一定成果，由我国

专家作为项目负责人已研制完成１８项ＩＳＯ中医药信

息国际标准，发布１２项国家标准，９４项中医药信

息团体标准，初步构建并形成了与卫生信息标准相

融合的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１５］。

３４　中医药知识工程

中医药知识工程主要涵盖中医药学语义网络的

构建以及中医药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相关研究。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联合浙大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学院，开展了用语义网络方法构建中医药

学知识体系的系列专题研究［１６］，组织全国力量共同

开展中医药学本体工程建设［１７］，采用本体和语义网

络技术构建中医药学语言系统，其中包含９６种语

义类型，５８种语义关系，以及近３０万概念和术语，

全面覆盖中医药学科的概念体系，有效解决中医药

领域的术语多元性与复杂性问题，实现多源术语系

统知识组织管理、自动推理及子领域知识体系的自

动生成，为中医药知识图谱构建、中医药知识服务

提供知识表示框架和术语支撑［１８］。在应用上，这些

知识组织系统为中医临床决策支持和中药新药辅助

研发提供了重要支持：中医临床决策支持方面，通

过建立中医临床知识库、知识图谱实现临床问题的

自动问答与辅助决策；中药新药辅助开发方面，从

饮片层次、组分层次、单体层次几方面都进行了尝

试。工程技术对科学的发展具有极大促进作用，中

医药信息学工程技术领域的发展在解决现实问题和

促进学科理论发展中都有着重要作用，支撑着整个

学科在应用领域中的发展。

４　中医药信息应用科学领域研究进展

４１　中医临床信息学方向

中医临床信息学根据中医自身临床诊疗特点，

深入研究构建中医临床术语系统、挖掘名老中医经

验和发现中医诊疗规律［１９］。中医临床术语系统的构

建是［２０］基于中医临床诊疗流程，重视辨证论治，遵

循ＩＳＯ１９４６５：２０１７《中医临床术语系统分类框架》

设计了１８个轴的系统框架，既能与 ＳＮＯＭＥＤ－ＣＴ
联合应用，又保证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截至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共收入概念４万余条，术语１２万余

条。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名老中医诊疗系统的研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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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至今，历经 “九五” “十五” “十一五” “十二

五”“十三五”，面向名医经验传承开展了大批基于

计算机的名老中医经验挖掘研究，研究目标从简单

模仿名老中医处方开药，到利用 “古今医案云平

台”等专门的信息系统挖掘用药规律、梳理学术思

想，总结了一批名老中医的临证经验，发现了诸多

个性化用药规律。通过智能诊疗、数据挖掘发现中

医诊疗规律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包括四诊信息的数

字化研究，基于数据的方证关系、症药关系、证症

关系和病证关系研究，基于数据的证候或疾病诊治

规律研究等，其中，肝病的舌诊仪诊断与老中医望

诊诊断的符合率已经达到９０％，但由于中医个体化

诊疗的特点，目前发现的规律距离临床决策支持尚

有一定差距［２１］。

４２　中药信息学方向

中药信息学是中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其研究

重点包括中药现代化智能制造、计算机辅助新药开

发，以及中药系统工程。中药现代化智能制造是将

中药的传统制备方法与互联网技术、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全新融合。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技术在中药

活性成分筛选、靶标发现、毒性预测、处方作用机

理研究等方面表现出独特优势，新药研发既涉及饮

片层次也涉及组分层次；既有根据西医药理进行组

方配伍的研究，也有根据中医药性理论及配伍理论

开发新药的研究；有重点关注组配后药效提高的研

究，也有关注中药毒性的研究。乔延江团队提出中

药系统科学的认识论，包括４个方面：单元思维、

结构思维、状态思维、动态思维，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中药系统科学的理论框架，在理论框架和工程方

法指导下构建了中药系统工程技术云［２２］，极大促进

了中药信息学发展。

４３　计算针灸学方向

中医针灸古籍文献、实验研究以及临床研究累

积了大量数据资料，而随着大数据浪潮的兴起及算

法的发展，计算机处理和应用数据的能力飞速提

升，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辅助科研人员从分子、细

胞、器官、系统以及整体水平等角度深入系统地挖

掘针灸数据，探寻数据背后尚未发现的特征与规

律。计算针灸学［２３］是以中医针灸学理论为指导，以

针灸相关数据为基础，将海量的针灸古籍信息、已

验证的针灸研究数据和最新实验成果的信息作为数

据源，以针灸学相关问题构建数学模型，并通过计

算方法分析针灸的作用规律及其作用原理，预测其

最佳适应病症及最优干预方案，从而研究针灸作用

理论 （经络、穴位、刺法、灸法）、作用规律和原

理等科学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

构建了基于文献大数据的穴位刺激效应可视化平

台［２４］，对于涉及不同实验来源的数据及其形成的穴

位刺激效应数据进行抽取和规范，穴位刺激效应数

据主要包括宏观及机体器官层面的功能评分、组织

细胞层面的微观机能以及蛋白基因层面的分子水平

等；然后依据各类数据及其内在关系，利用数据可

视化技术表示和分析针刺效应错综复杂的过程，为

针刺的生物学机制研究提供规范的数据支持及多种

可视化分析工具。

４４　中医药情报学方向

中医药情报研究经历了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中药现代

化发展战略研究、促进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

策研究等战略情报研究，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ｕ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ＡＲＳ）等技术

情报研究，再到信息评价研究的历程。１９９２年，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

究所成立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药文献检索

中心”，并在全国先后３次遴选了２０家分中心，建

立了全国文献检索与查新网络，为中医药课题立

项、博士生论文开题和成果查新提供了支持。 《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在第四十条明确提出 “国

家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科学技术创新体

系、评价体系和管理体制，推动中医药科学技术进

步与创新”。中医药科技论文评价研究成为情报研

究的新方向，在 ２０１９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

信息研究所联合中华中医药学会医院管理分会，通

过信息评价研究首次发布了 《基于中医药特色优势

和科技影响力的中医医院排名》，发挥着中医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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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术评价的智库作用。

５　中医药信息学教育发展历程与学科发展现状

５１　中医药信息学教育现状

中医药信息学的本科教育分属在管理学学科下

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以及工学学科下的医学信

息工程课程，前者有 １１家中医药高等院校开设，
后者有９所高校开设，这些课程主要以信息工程或
信息管理课程为主［２５］。中国中医科学院最早开展了

中医药信息学相关研究生教育，１９８４年中国中医研
究院设立了情报学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点，隶属管

理学学科下，是全国医药领域最早设立的信息科学

相关研究生培养单位。２０１１年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
药信息研究所设立中医信息学博士与硕士学位授予

点，隶属中医学下，此后全国多地如广州、湖南、

江西、安徽、南京等地中医药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

中医信息学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点。２００６年，国家
人事部批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设立

中医药信息学博士后工作站。

５２　中医药信息学教育特点

目前逐渐有多所中医药院校开设了中医药信息

学相关本科专业，与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后培养共同

构成中医药信息学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该学科自

身交叉融合属性也推动了生源的多样性，主要包括

中医学、中药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医学信息

学、化学、数学等多学科人才。另一方面，生源专

业的多样性也造就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聚集，不

同专业间思想碰撞对学科发展产生了强大推动力。

中医药信息学目前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偏向科研需求

为主，涉猎范围广泛。其交叉特性使得教学涉及面

较为广泛，指导教师的知识面也很难涵盖所有领

域。课程与教师的局限性使得对学生创新能力有更

高的要求，需要他们在各自专业的基础上，融合其

他学科知识形成独立观点，促进学科理论、方法、

工程技术的发展。

５３　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分类

５３１　中医药信息资源管理　中医药信息资源管

理是中医学、信息科学和管理学相互交叉渗透形成

的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其以文献的载体信息为

研究对象，以文献资源获取、整序、组织、分析和

传播利用等为主要研究内容，以图书情报学研究为

主要研究方法，研究目标在于实现中医药文献信息

的有效管理。中医药信息资源管理主要包括中医药

图书馆学和中医药情报学研究。

５３２　中医药信息工程　中医药信息工程是中医

学与计算机科学技术相互交叉融合形成的新兴学

科，主要包括中药信息学与中医临床信息学。中药

信息学研究方向主要有中药有效成分群及作用机制

研究、基于药性的配伍机制研究及其应用、中药新

药研发辅助平台建设、中药生产过程分析与控制的

信息处理技术等。中医临床信息学研究方向主要有

学科特点、中医医院信息系统、中医电子病历、名

老中医经验挖掘、中医临床术语系统等。

６　结语

中医药信息学顺应科学发展而生，对加速中医

药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其研究对象的确立是

该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即以中医药实践过程中产

生的信息为研究对象， 《中医药信息学》丛书的出

版是中医药信息学理论体系全面建立的里程碑，中

医药信息学在理论科学领域的研究为中医药科学发

展的理念创新奠定了基础。中医药信息学作为中医

药学的二级学科，更多的是具有中医药学的烙印，

而非信息科学的烙印，因此中医药信息学在工程技

术领域和应用科学领域的进展要快于理论科学领

域。但无论如何，各领域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不仅

有力支撑了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发展，而且也有力地

促进了整个中医药学学科的发展。中医药信息学教

育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初步形成了自身教

育体系，培养模式具备了雏形。第１代中医药信息

学研究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中医药信息学科形成了

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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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尹仁芳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Ｄ］．北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２０１０．

７　崔蒙，谢琪，李海燕，等中医药信息学的内涵及原理研

究 ［Ｊ］．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０９，３３（５）：６３８－６４１．

８　杨硕，崔蒙，李海燕大数据时代的中医意象世界与中医

虚拟世界 ［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４，５５（１４）：１１７６－１１７９．

９　崔蒙，李海燕，杨硕，等中医药信息学理论科学领域

研究进展 ［Ｊ］．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５，３９

（５）：１－６．

１０　李新华后控词表研究及统计分析 ［Ｊ］．图书馆论坛，

２００３，２３（２）：３．

１１　李园白，杨洋中医药科学数据 ［Ｍ］．北京：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６．

１２　崔蒙，李海燕，杨硕，等中医药信息学工程技术领域

研究进展 ［Ｊ］．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６，４０

（１）：９－１４．

１３　董燕，于彤，朱玲，等 中医药信息标准化研究进展

［Ｊ］．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２０１６，２３（１）：１２４－１２９．

１４　李海燕，刘静，贾李蓉中医药信息标准 ［Ｍ］．北京：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１５　胡铁骊，周博翔，欧阳荣构建中医药信息化工作管理

体系的研究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１８，１５

（３）：２６２－２６５．

１６　于彤，陈华均，姜晓红中医药知识工程 ［Ｍ］．北京：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１７　刘丽红，朱彦，李海燕，等中医药一体化数据模型的构

建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１５，１０（１０）：７０－７２，９１．

１８　贾李蓉，于彤，崔蒙，等中医药学语言系统研究进展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１４，９（１０）：５７－５９，６２．

１９　王映辉，刘保延中医临床信息学 ［Ｍ］．北京：科学

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０　高博，朱彦，刘静，等中医临床术语系统ｖ２０概念间关

系设定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１９，１４（４）：２２－２５．

２１　崔蒙，李海燕，杨硕，等中医药信息学应用科学领域

研究进展 ［Ｊ］．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５，３９

（６）：１－７．

２２　王耘，乔延江中药信息学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２３　郭义，王江，陈波，等论计算针灸学 ［Ｊ］．世界中医

药，２０２０，１５（７）：９５３－９６０．

２４　熊婕，雷蕾，李海燕，等基于文献大数据的穴位刺激

效应可视化平台的构建 ［Ｊ］．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

代化，２０２０，２２（１１）：４０１７－４０２４．

２５　崔蒙，李海燕，杨硕，等中医药信息学教育发展历程

回顾与学科发展现状分析 ［Ｊ］．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

志，２０１６，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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