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基本数据集标准
研制

张文丽　姚　瑞　曹　广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　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

沈丽宁

（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　武汉４３００３０　２湖北省卫生技术评估研究中心　武汉４３００３０）

〔摘要〕　以湖北省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实践为基础，介绍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标准研制和研究现状，
分析中医药经验传承业务需求，阐述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基本数据集标准研制方法、标准研制结果，

为湖北省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收集、数据交换提供统一规范的数据标准，对中医药经验传承信息化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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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医药事业的生命力在于继承和创新，中医药经

验传承是对中医药知识与经验的保护［１］，其内容涵

盖名老中医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的传承、名老中医经

验集中形成专家共识以及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２－３］。

我国先后颁布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２０１６－

２０３０）》《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关

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政策文

件，为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支撑［４］。目前在国

家政策引导下，各地积极探索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

和名医成果信息资源平台建设。随着中医药经验传

承服务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积累了大量多样性、

非结构化的中医药经验传承信息资源。然而相关系

统建设面临数据标准规范缺位、不同名老中医系统

之间相同数据元概念及允许值存在差异等问题，导

致各系统间数据交换共享困难［５］。为进一步提升中

医药信息化水平，促进中医药经验交流与传承，亟

需建立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基本数据集标准。

２　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标准研制和研
究现状

２１　概述

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Ｏ）共开展３４项中医药信息基础数

据类标准研制，涉及范围包括中药材、饮片、方剂

等。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背景下，为全面提升中

医药信息化水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 《中医药信

息化发展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立科学实

用、符合中医药特色与规律的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

完善中医药术语标准、数据集标准等基础标准［６］。

近年来我国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

截至目前中医药领域国家标准已公布 《中医病证分

类与代码》（ＧＢ／Ｔ１５６５７－２０２１）等中医类标准以及

《中药编码规则及编码》（ＧＢ／Ｔ３１７７４－２０１５）等［７］。

２０１５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１０１项中医药信

息标准项目，目前已发布９４项，其中基础数据类标

准４９个，涉及范围包括中医医疗机构综合统计、治

未病、临床与护理、药事管理、科教管理［８］。目前

国家尚未出台中医药经验传承数据集标准，虽然相

关数据元有所体现但无法满足业务需求。

２２　研究现状

在中医药信息标准研究领域，部分学者对中医

药信息数据元标准化工作的思路、步骤和研究方法

进行详细阐述［９－１１］。张艺然［１２］探讨中医药信息标

准制定方面存在的不足，分析国家标准、中医药标

准管理相关问题，为中医药信息标准编制修订工作

的组织管理研究奠定基础。傅昊阳、徐飞龙和王茂

等［５］阐述中医治未病信息元标准研制相关问题，包

括信息数据项收集、概念数据模型研究、数据元提

取方法、规范化、编码等，展示提取结果。陈翔、

刘春和于大江［１３］研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健康

信息云平台电子病历信息基本数据集标准编制过

程。有学者［１４－１５］分别对中医临床护理信息和中医

护理诊断信息标准化进行研究。杨睿、李婧和马兆

辉等［１６］阐述中医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研究内容、思

路和研究方法。李宇明、温明锋和陈健超［１７］就我国

中医医院综合管理信息数据元目录编制及其内容进

行研究。目前关于中医药经验传承数据集标准方面

的研究较少，有必要尽快制定相应数据集标准。

３　中医药经验传承业务需求分析

３１　具体需求

目前国家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子系统业务

主要是工作室、中医资料、工作室资料及考核管理

等。在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过程中不仅需要对工作

室进行管理，还包括对专家共识数据进行记录等需

求。首先，对专家共识数据进行记录。中医在疫情

防控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关于中医诊疗方案

专家共识形成无过程数字化记录，名老中医对疫病

的研究无法有效继承和创新，对此需要记录专家共

识形成及诊疗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真实世界数据。其

次，继承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目前传统师承传授

临床积累较慢、学生学习和实践脱节、中医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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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和临床实践无法有效结合，有必要在临床实践

中开展教学工作。最后，集中采集管理传承工作相

关建设成果资料。名老中医药专家典型医案、优势

病种诊疗方案和学术论文论著等相关资料目前处于

收集阶段，存储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名老中医专家

临床诊疗数据库。需要进行工作室管理，形成名老

中医药专家临床诊疗数据库，为名老中医学术思想

及临床经验传承提供支撑。

３２　中医药经验传承业务模块

综合分析中医药经验传承工作建设范畴和业务

需求，将中医药经验传承业务进行梳理，最终确定

３个关键业务域，包括专家共识形成和管理、临床
诊疗教学实践和工作室管理，见图１。专家共识管
理部分实现中医专家对突发疾病方剂达成共识、发

布药方与药方管理。临床教学服务实现传承工作室

的学生进行临床实践和跟师学习，在实践学习过程

中查阅包含中医常见疾病、常见中草药、中成药、

适宜技术等信息知识库。工作室管理部分实现传承

工作室团队管理、名老中医专家临床医案整理、医

疗影像资料查阅、诊疗方案资料查阅、经验方分

享、资料收录、成果管理等。

图１　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业务模块

３３　业务系统数据交换共享

为使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能

够交换共享，需以标准的形式固化中医药经验传承

过程中不同业务系统数据。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

湖北省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实践为基础，开展中医

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基本数据集标准研制工作，以

期填补目前中医经验传承数据集标准研究的空白，

满足系统规范化建设和内部数据交换与共享需求。

４　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基本数据集标
准研制方法

４１　概述

依据 《卫生信息数据元标准化规则》 （ＷＳ／Ｔ
３０３－２００９），结合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业务实际情
况，开展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基本数据集标准

研制工作，见图２。

图２　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基本数据集标准研制过程

４２　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项收集

按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广泛收

集中医药经验传承领域业务工作所涉及的基础性数

据和指标。首先采用自下而上方法对湖北省内中医

药传承工作室业务流程进行实地调研，广泛提取业

务系统或活动中规范化记录表单的数据项作为数据

元，尽可能满足实际需求。其次采用自上而下方法

在中医药经验传承业务框架分析的基础上查漏补

缺。为避免信息记录格式不统一，将收集到的数据

表单和数据项进行整理分析。

４３　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数据元标准化

４３１　概述　数据元是数据记录的基本单元，由

对象类、特性和值域３部分组成。中医经验传承服

务信息数据元是在中医经验传承过程中传递经验、

传承信息的不可再分的最小数据单元，由１组属性

规定其定义、标识、表示和允许值［１８］。数据元标准

化是参照 《卫生信息基本数据集研制规范》 （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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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０－２０１２）规定，按照统一思想、统一方法、统

一标准的思路［９］，对信息项以内部标识符、数据元

标识符、数据元名称、定义、数据元值的数据类

型、表示格式、数据元允许值７个专用属性进行规

范化描述。

４３２　数据元规范化标准　参照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公布的 《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 （ＷＳ３６３－

２０１１）、《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 （ＷＳ３６４－

２０１１）、《电子病历基本数据集》 （ＷＳ４４５－２０１４）

和中国中医药健康信息学会发布的中医药信息团体

标准，对已形成标准的数据元，将采用已有标准。

对于未采标的信息项，遵循卫生信息数据元标准化

理论依据及方法，对每个信息项的７个专用属性进

行逐一规范化。

４３３　数据元标识符　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

数据元主要由两个编码数据元标识符和内部标识符

组成。数据元标识符采用字母数字混合码，主题分

类代码统一为 “ＨＢＤＥ”，大类和小类代码各用２位

数字表示，顺序号用３位数字表示，从 “００１”开

始顺序编码。内部标识符为１３位字母数字混合码，

其中数据集分类编码统一为 “ＨＤＳ”，卫生服务 １

级类目代码对应顺序码为 Ｂ；卫生管理１级类目代

码对应顺序码为 Ｃ。２级类目代码和顺序号各用 ２

位数字表示，从 “０１”开始编码。卫生服务类和卫

生管理类子集顺序号采用２位数字表示。数据元顺

序号采用３位数字表示，从 “００１”开始编码。

４４　数据元允许值规范化

４４１　数据元允许值定义及构成　数据元允许值

是某个值和该值含义的组合，值域是数据元允许值

的集合。数据元值域有两种子类：不可枚举值域，

由描述规定的值域；对于可枚举值域，其中可选值

较少的 （３个或３个以下），可以在数据元允许值一

栏中直接列出，可选值较多的 （３个以上），其表

示为代码表的形式或引用标准的名称［１８］。数据元值

域代码表是将数据元可枚举允许值进行分类和编

码，最终为表格形式的一种代码表，主要由值域代

码标识符、值域代码表名称和数据元值、值含义和

说明５个要素构成。

４４２　代码取值范围界定　为保证数据有效共

享，代码取值范围界定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数

据元值域设定要尽量引用现有国家标准、卫生信息

数据元值域代码和中医团体标准，对于已有代码可

直接引用；二是缺少参照标准的按照卫生信息数据

元值域代码规范化规则，依据中医药经验传承领域

现有工作规范和工作实际情况进行值域代码研制。

４５　数据集及代码表标准初稿形成

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数据集是为满足中医

药经验传承系统规范化建设和业务领域间数据交换

与共享需求，设计并归纳的各功能模块所包含的最

小数据元素的集合。将标准化数据元根据中医药经

验传承业务规范和实际应用需要确定分类，整理形

成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数据子集，进而汇总形

成数据集标准。对各部分值域代码表进行统一梳

理。首先，对编制好的值域代码表统一查重，按照

国家卫生行业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的 １７

个部分进行归类整理，形成不重复且按１７部分进

行分类的值域代码表。其次，对值域代码表编码进

行统一，代码表的标识符结构为 ＨＢＣＶ＋７位数字，

组成总长度为１３位的字母数字混合码，其中用字

母 “ＨＢ”表示 “湖北”，以便与原卫生部卫生信息

数据元值域代码表标识符相区分。

４６　意见征求及修订完善

针对标准初稿展开研讨并征求有关专家意见，

对其进行修订，在此基础上向系统承建商和用户广

泛征求意见。在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和完善

“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基本数据集标准”。最后

组织行业专家对标准进行评审，进一步完善数据集

及代码表标准。

５　标准研制结果

５１　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数据集数据元数量统计

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基本数据集标准共包

括４个业务域内容，即专家共识管理、临床教学服

务－中医电子病历、临床教学服务 －知识库、工作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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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管理。每个部分分为若干个子集，初步确定 ３７
个数据子集，共提取６５２个数据元，引用 《卫生信

息数据元目录》（ＷＳ３６３－２０１１）、《电子病历基本

数据集》（ＷＳ４４５－２０１４）和中医药信息团体标准
等已有标准的数据元以及未采标数据元分布，见

表１。

表１　数据元数量分布

系统业务模块 对应的子集 数据元数量 采标数据元数量 新增数据元数量

专家共识管理部分 疾病信息子集 ３９ ３１ ８
专家信息子集 ２５ ２２ ３
团队信息子集 ９ ３ ６
方剂信息子集 １３ １２ １
远程讨论会议信息子集 ９ １ ８

临床教学服务－中医电子病历 医生信息子集 １２ １０ ２
患者基本信息子集 ２０ ２０ ０
病历信息子集 ４８ ４１ ７
处方信息子集 １３ ９ ４
医嘱信息子集 ４８ １５ ３３
医案信息子集 １７ ７ １０
课程信息子集 １２ ０ １２
用户学习信息子集 １４ ６ ８

临床教学服务－知识库 中医证候信息子集 ６ ４ ２
中医疾病信息子集 １６ ６ １０
舌象类型子集 ６ ０ ６
中药信息子集 ３３ ３ ３０
经络信息子集 １６ ２ １４
治法信息子集 ２ ２ ０
药品分类信息子集 ３ １ ２

工作室管理部分 机构基本信息子集 １８ １２ ６
专家和继承人基本信息子集 ４６ ２４ ２２
工作室管理信息子集 １７ ０ １７
论文子集 ４３ １２ ３１
论著管理子集 ２１ ３ １８
研究报告子集 ９ １ ８

５２　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数据元的数据类型
及值域标准

５２１　数据类型 （表２）

表２　数据元数据类型

业务域 字符型 （Ｓ） 布尔型 （Ｌ） 数值型 （Ｎ） 日期型 （Ｄ） 日期时间型 （ＤＴ） 合计

专家共识管理部分 ８２ ３ ２ ２ ６ ９５
临床教学服务－中医电子病历 １５１ １ ２３ ３ ６ １８４
临床教学服务－知识库 ７７ ０ ３ ０ ２ ８２
工作室管理部分 ２３８ ５ ２７ １８ ３ ２９１
合计 ５４８ ９ ５５ ２３ １７ ６５２

５２２　值域标准　本标准共收录３５个值域代码
表，其中有５个数据元依据 《卫生信息数据元值域

代码》（ＷＳ３６４－２０１１），包括专业技术职务类别代

码 表 （ＣＶ０８３０００５） 和 ＡＢＯ 血 型 代 码 表
（ＣＶ０４５０００５）。１４个数据元依据国家标准，包括
《腧穴名称与定位标准》 （ＧＢ／Ｔ１２３４６－２００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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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编码规则及编码》 （ＧＢ／Ｔ３１７７４－２０１５）等。
依据中医团体标准的有１２个，包括中医临床基本
症状信息分类与代码 （Ｔ／ＣＩＡＴＣＭ０２０－２０１９）和
中医舌象诊断信息分类与代码 （Ｔ／ＣＩＡＴＣＭ０１０－
２０１９）等。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编制４个，如职称代
码和剂型分类及剂型代码字典。

６　结语

本研究以湖北省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为背景，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常态化防控为要求，按照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广泛收集中医药经验传承领域

业务工作所涉及的基础性数据和指标，整理出中医药

经验传承信息数据集，依据数据元标准化原理进行标

准化，保证数据从收集到交换的一致性，为中医药经

验传承信息收集、数据交换、共享和分析提供数据集

标准，规范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系统建设，有助于促

进湖北省中医药信息化高质量发展，为名老中医学术

经验传承与推广创造良好环境，促进传统中医发展，

提高中医药经验传承信息资源管理能力，具有一定积

极意义。标准化研究过程中检索了数据元标准化相关

国家、行业、团体标准，从理论上学习数据元基本模

型和标准化方法，使得本研究理论上具有科学性和规

范性。研究尚存在一定局限性，未纳入标准研制过程

中有关中医诊所的信息。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信息数

据集及值域代码可用性和完备性需要实践检验。数据

元研制和修订是一个持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步

到位［１０］，下一步研究将进一步扩充中医药经验传承

服务所涵盖的业务领域范畴，吸收更多相关数据元

并在推广落地过程中对其进行不断细化、完善，使

之更加科学化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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