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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政策举措、继续教育、院校教育几方面详细阐述我国中医药信息教育发展历程，分析中医药信
息教育发展特征，对未来发展提出展望，包括加强中医药信息教育体系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教

育师资队伍、促进新技术与中医药信息教育的融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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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医药信息化主要由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

应用、信息资源、信息服务体系、信息化人才、信

息化环境要素组成，其中人才是推动中医药信息化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条件［１］。加强中医药信息教育、

培养专业人才是中医药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

障。本文回顾和分析我国中医药信息教育发展历程

和特点，提出数字时代推进中医药信息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举措，以期为信息化支撑中医药传承创新和

振兴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２　发展历程

２１　中医药信息教育起步与探索

２１１　政策措施逐渐提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医
疗卫生和中医药领域应用计算机技术探索开发了中

医临床诊断、专家诊疗等单机系统。随着计算机技

术的广泛应用，国家卫生及中医药主管部门逐步重

视信息化教育，２００３年３月首部卫生信息化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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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出台，提出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医学教育领域，以

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为重点进行信息技术培训，逐

步开发信息化应用培训教材体系［２］。２００７年３月首

个中医药信息化建设５年规划出台，将加快人才队

伍建设作为保障措施，提出将中医药信息化培训列

入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管理、鼓励和引导院校开设

中医药信息管理专业等具体举措［３］。

２１２　中医药信息继续教育逐步发展　随着信息

化建设加速，中医药信息继续教育逐渐发展，成为

中医药信息化人员更新、补充和拓展专业知识和技

能的重要途径。１９７９年湖北中医学院主办中医学控

制论学术研讨会；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原卫生部委托湖北

中医学院连续举办３期全国中医药计算机应用研修

班，组织全国中医药单位临床医护人员和管理人员

脱产学习；出版 《中医控制学———中医学证治系统

分析》《中医计算机模拟及专家系统概论》等著作；

１９９４年中医药信息领域第１本期刊 《中国中医药信

息杂志》创刊，为中医药信息化人员搭建了学术交

流平台；１９９５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依托湖北中医学

院建立全国中医医院信息管理中心，不定期开展中

医药信息化人才培训；１９９６年成立全国学术性的社

会团体———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为全国中医药

行业信息交流、研究、开发等搭建平台。此外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先后组织中医药电子政务信息交换系

统培训、部分省市中医药管理部门网站建设座谈

会、全国中医医院信息管理人员培训班等，各地开

展多种形式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中医药继续教育

得到全面重视，为培养实用型、专业型信息化人才

提供支持。

２１３　院校教育起步与兴起　院校教育是中医药

信息化人才队伍培养的主阵地、中医药信息学学科

的主要载体。我国医学信息专业起源于图书情报专

业，１９８５年国家设立医学图书情报专业，此后经历

了图书情报学 （医学、药学）、信息学 （医学、药

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医学信息学等专业调

整，建立了医学信息工程、生物信息学等专业［４］。

１９８４年中国中医研究院设立情报学硕士学位授予

点，是中医药行业最早开展研究生培养的单位。中

医药信息学专业的设立是中医药学科拓展的历史必

然［５］，相关研究推动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建设不断发

展，如１９９７年施诚阐述中医药信息学基础、内涵、

信息分类特点等［６］；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８年崔蒙、尹爱

宁和李海燕等提出中医药信息学定义、内涵、外

延，阐述学科基本框架、主要研究领域和方向［５］，

这是中医药信息学建立和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本

科教育方面，１９９６年湖北中医学院开设 “中国医学

信息学”选修课并试点将其列入７年制中医学专业

必修课。２００２年湖北中医药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

率先设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自 ２００１年起

湖南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

学、河南中医药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等院校相继

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自 ２００５年起年湖北

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等

多所中医药院校相继开设医学信息工程专业。２００６

年中国中医科学院设立中医药信息学博士后工作

站。截至２００８年我国共有６所中医药高等院校专门

建立独立２级院系，６所开设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专业，４所中医药高等院校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开

展研究生培养［７］，形成初具规模的高等院校中医药

信息化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２２　新医改机遇下中医药信息教育大力发展

２２１　政策支持不断夯实信息教育内容　新医改

实施以来，有关中医药信息教育的政策措施不断加

强。“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 “加强中医药信息学

学科建设”，再次强调将中医药信息化培训列入继

续教育项目进行管理，支持院校建立人才培训基地

和中医医院信息系统实验室［８］。２０１２年原卫生部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卫生信息化

建设指导意见》，明确要求重点培养复合型人才和

实用型专门人才，扶持院校或单位建设医学信息学

人才培养基地［９］。２０１３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

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业务培训考核制

度，逐步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培养

制度［１０］。

２２２　继续教育力度逐渐加大　２００９年新医改将

信息系统列为 “四梁八柱”之一［１１］，需要大量中

·７３·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１年第４２卷第１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１，Ｖｏｌ．４２，Ｎｏ．１１



医药信息化人才作为支撑并不断加强人才队伍信息

技术知识和业务能力。为了推动中医药信息继续教

育，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湖北中医药大学自２００９

年起连续４年共开展６期中医医院信息化人员培训，

培训１５００余人次［１２］。以中医医院信息化示范单位

为基础，多次召开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座谈会、讨

论会、现场会等，推广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成功经

验和典型案例。２０１０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遴选中国

中医科学院信息所、湖北中医药大学建立中医药优

势学科中医药信息学继续教育基地。

２２３　院校教育不断建设与完善　２００８年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将中医药信息学列入中医药学科建设规

划指导目录的２级培育学科。２００９年首次将湖北中

医药大学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列为中医药信息学重点

学科建设单位，２０１２年新增８所高等院校和３所中

医医院。截至２０１３年全国共有２０所中医药本科院

校以不同方式开设中医药信息学课程，开设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中医药院校１０所，开设医学

信息工程专业的中医药院校８所，部分中医药院校

同时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专业［１３］。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

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设立中医药信息学２级学科

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湖北中医药大学设立管理

科学与工程１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和中医医史文

献专业信息化研究方向的 ２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

点，江西中医药大学和安徽中医药大学设立中医药

信息学２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２０１３年湖北中医

药大学牵头组织全国中医医院信息化示范单位编著

出版 《中医医院信息化建设示范工程丛书》；２０１５

年 《中医药信息学》出版，中医药信息学理论体系

初步形成。

２３　中医药信息教育蓬勃发展

２３１　政策举措密集出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

高度重视中医药信息化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并对中医药信息教育和人才队伍支撑提出具体要

求，明确了具体任务，如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

纲要》提出加强卫生信息化复合人才队伍建设［１４］；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意见》提出支持中医药院校与其他高等学校联合培

养高层次复合型中医药人才［１５］；《中医药信息化发

展 “十三五”规划》提出构建以院校教育为主体、

继续教育为补充的中医药信息化专业人才培养体

系，强化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建设，推进人才培养基

地建设等任务［１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推进中

医药健康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强化中医药信息学科建设，鼓励开设 “互联网 ＋”

相关课程等明确要求［１７］；《“十三五”全国卫生计

生人才发展规划》提出适应卫生计生信息化建设和

统计工作需求，加强信息化机构和人才队伍建

设［１８］；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年）》在建设高质量人才队伍行动方面明确提

出要加强负责医院信息化等精细化管理的人才队伍

建设［１９］。上述政策的制定实施为中医药信息学科建

设、继续教育、院校教育、培养基地建设、人才培

养等指明了发展方向。

２３２　继续教育全面深入开展　各级中医药主管

部门、中医医疗机构及科研机构主动组织开展多种

形式、不同主题的中医药信息化培训班，如智慧中

医医院建设、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

评、电子病历应用水平分级评价、中医药信息标准

制修订与推广应用、网络信息安全等。２０１９年中医

医院信息化建设调查数据显示，８０４３％的中医医

院信息化人员参加过院外培训，其中三级中医医院

信息化人员培训比例高达９０３５％。同时中医药学

术团体不断壮大并持续开展继续教育，如中国中医

药信息学会已成立信息教育分会、信息标准分会等

近１００个分支机构并连续举办７届中国中医药信息

大会；中国卫生信息学会中医药专业委员会、中华

中医药学会中医药信息学分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信息专业委员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信息化

专委会等相继成立，搭建信息化学术交流平台，推

动中医药信息继续教育、技术培训、成果推广等。

此外各省级学术组织也成立了中医药信息化学术团

体，如湖北省卫生统计与信息学会成立中医药专业

委员会，广东省中医药学会成立信息管理专业委

员会。

２３３　院校教育创新蓬勃发展　中医药院校为适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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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新时代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需求，开设物联网、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智能医学工程、数据科学与大

数据技术等专业，培养具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知识的信息化专业人才。如湖北中医

药大学２０１６年开设物联网专业，山东中医药大学

２０１８年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上海中医

药大学２０２０年开设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南京中医

药大学２０２０年开设人工智能专业，２０２１年开设大

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等。目前我国２５所中医药本

科院校以不同专业、形式开设中医药信息学相关课

程，１８家中医药院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被列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信息学、中医药工程学重

点学科建设单位。

３　中医药信息教育发展特征分析

３１　受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信息化、人才和教育

工作，深入实施了网络强国、人才强国战略；医学

信息、中医药信息教育受到各级卫生健康和中医药

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不断出台政策举措、开展培

训教育、举办讲座和学术会议，形成院校教育与继

续教育相结合的多形式、多层次、多模式的中医药

信息化人才培养体系。“十一五”“十二五”“十三

五”中医药信息化规划和意见以及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促进行动等均专门部署中医药信息教育任务。

各级中医药部门、中医医疗机构、中医药院校等对

信息化专业人才培养、信息化知识普及、专业技能

提升、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

３２　中医药信息继续教育形式多样化

继续教育是中医药信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才培养的关键。通过学术讲座、培训班、进修

班、研修班、专题讨论、典型案例、现场观摩等线

下培养形式，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线上线下一体

化培训、在线课程、线上精品课程、微课、慕课等

线上教育形式，培养适宜于中医药信息化建设与发

展的管理型、技术型和创新型人才。建立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中医药优势学科中医药信息学继续教育基

地，成立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信

息分会等学术社会团体，通过举办学术会议、专题

研讨会、培训班等开展多形式的继续教育。

３３　专业多元化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中医药行业的广泛应用，

对具有中医药学知识背景的信息化人才需求逐步提

高，中医药高等院校应大力培养中医药信息化人

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中医药信息学、中

医药工程学等重点学科建设，各中医药院校也不断

加强学科建设，开设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应用需

求的医学信息工程、物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医学

工程、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专业，专业发展从单一

走向多元化，多学科多专业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

同时注重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重

点学科建设，如湖北中医药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重

点学科获得 “十四五”湖北省优势特色学科。

４　展望

４１　加强中医药信息教育体系建设

中医药信息教育是培养中医药信息人才队伍、

建设与发展中医药信息化的关键，是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实现中医药振兴发展的重要基础。政府有

关部门和中医药高等院校要顺应新时代数字化、网

络化、智慧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坚持以培养社会

需要的高质量信息化人才和服务中医药信息化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深入开展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

性化、终身化中医药信息教育体系的战略与战术研

究，建立中医药信息化高质量发展智库，进一步研

究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内涵和外延，出台中医药信息

教育和人才培养政策，加强继续教育基地建设，加

大建设资金投入，扎实推进中医药信息学相关专业

建设。将信息教育纳入中医药继续教育体系大力发

展，加大继续教育与院校教育的无缝衔接和协同培

养，共建共享中医药信息教育资源，改革教育培养

模式，促进中医药信息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有

机融合，形成学、教、研、用、产一体化的人才培

养模式，为医疗健康和中医药领域信息化输送高素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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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复合型人才。作为中医药振兴发展主阵地的中医

医院应加强继续教育，建立医院内部、院级间信息

继续教育常态化制度，采用 “请进来、送出去”等

方式加强医院在岗人员信息素养培训和信息化人员

培养，提升其专业技能。

４２　深化中医药信息教育教学改革

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依托相应专业教育［２０］。中医

药信息化专业人才培养必须依托医学信息工程、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智能医学工程、物联网、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专业群教育。作为我国中医药

信息化专业人才培养主力军，中医药高等院校要深

化专业群教育教学改革，打破管理学、信息学、中

医学、中药学等学科界限，加强专业群基础、通

识、基础专业、核心专业课程之间的联系，整合梳

理和组建适应中医药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的各专业知

识体系，精炼课程内容，与医院、企业合作创建

学、研、产、用联合培养体系，建立智慧中医医院

模拟实验室、医院信息系统虚拟实验室、医疗物联

网实训实验室、中医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实验室等

教学实验实训平台，不断强化实践类课程教学，提

升在校学生和在岗人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训、

研修等继续教育的承担单位应注重教育管理、课程

体系、教学模式、教学形态、教学师资、教学内

容、教学反馈建设，建立模块化课程结构，突出职

业化和岗位适应性，满足不同层级、不同岗位、不

同工作人员的学习需求。

４３　强化中医药信息教育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是中医药信息教育可持续健康发展的

根本，院校教育、继续教育均需要汇聚多学科背

景、多专业知识、多实践技能的人才。在建设策略

上，可通过内部培养、人才引进、外部聘用等形式

增强师资力量。在具体实施上，建立人才培养、引

进、遴选等制度，搭建有利于教学科研、培训研修

等信息教育的软硬件基础平台；注重围绕科研方向

积极引进和聘用高层次人才，优化组建专业建设所

需师资结构；支持中医药院校教师继续深造学习、

实践学习，研修中医临床、医院管理、信息技术等

知识，促进其知识库更新、知识面拓宽；切实推进

实践实训，聘请中医医院、医疗信息化企业、大数

据企业等一线技术骨干授课讲学，为学生提供医

院、企业见习、实习机会。

４４　促进新技术与中医药信息教育融合应用

以建立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高水平中医药信息

化人才队伍为目标，瞄准现代教育、个性化教育、

创新教育、网络化教育等要求，充分发挥 “互联网

＋”集聚优势，探索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
联网、人工智能与中医药信息教育深度双向融合，

整合高等院校教师课件、医院智慧化建设案例、专

家专题演讲视频等数字资源，依托现有线上教育资

源及精品课、慕课、微课等网络教学平台构建中医

药信息教育培训云平台，建立中医药信息化建设特

别是智慧中医医院建设案例共享资源库，开发一批

在线开放课程，及时增加和更新适用于不同层级、

不同岗位的课程内容，按需定制个性化人才培养方

案，培养一批熟知中医药知识、掌握数字技能的

“数字工匠”和卓越工程师。

５　结语

中医药信息教育涉及中医学、中药学、管理学、

信息技术等多学科，必须顺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打破学科界限，转变教育

教学模式，不断创新探索教育内涵，加强教育师资队

伍等软硬件建设，全面构建院校教育与继续教育相

结合的中医药信息教育体系，培养服务于中医药信

息化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技术和应用技能人才，推动

我国数字医疗健康、数字中医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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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征订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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