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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的中医药信息标准规范研制需求，阐述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的中医药信息标
准规范框架构建过程及具体构成，为中医药信息领域标准化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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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１　研究背景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６日张伯礼院士在中医药参与全
球抗疫支持行动中指出 “中西医结合救治模式”是

中国方案的亮点，并强调 “中医药学科成熟必须建

立统一标准”［１］。２０２１年湖北省卫健委提出要建设

一个覆盖全省范围的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暨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平台，以 “应急指挥、监测预警、医疗

救治”为主线，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２］。在

此形势下亟需制定新的信息标准以适应医疗信息化

发展需要并进一步推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平台建设

与中医药数据的融合。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中医药

信息标准体系［３］，业务领域主要覆盖中医药电子政

务、中医临床、中医医院管理、中医馆等［４］。中国

中医药信息学会目前已制定１０余项中医药信息国

家标准。在中医医疗机构综合统计、治未病、临床

与护理、药事管理、科教管理等方面陆续发布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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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中医药信息团体标准。

１２　相关研究

有专家学者［５－８］较早对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框

架及体系表展开研究，促进了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

顶层设计［９］。近年来有研究［１０－１２］就中医药信息标

准体系建设现状进行分析，提出目前存在标准间协

调统一性有待加强、标准推广应用相对比较薄弱等

问题。此外有研究对中医药信息基础标准框架体

系［１３］、“互联网＋中医药”标准体系［１４］以及中医药

教育国际标准体系［１５］进行探讨。然而中医药信息在

标准数量和标准体系方面仍有待完善，尤其缺乏面

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中医药信息标准。在此

背景下本研究拟通过梳理需求，构建面向公共卫生

应急的中医药信息标准规范框架，以期为推动公共

卫生应急领域中医药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

２　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的中医药信息标准规
范研制需求分析

我国中医药信息化建设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然而各区域、中医药医疗机构采用的信息平

台、信息存储交互格式等存在差异，不能为公共卫

生应急提供数据支撑。构建标准体系框架是开展标

准研制的基础和前提［１６］。近期有学者提出需要制定

中医药应急标准［１７］，但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视角

下的中医药信息标准规范框架有关研究尚不多见。

构建面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中医药信息标准

规范框架，有利于研究制定以中医药信息采集、质

量控制、互联互通为目标的数据标准和管理规范，

支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平台中医药版块建设与运

行。本文从信息系统实际业务需求出发解决当前所

面临的标准化问题。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平台在中医

药领域升级或新建４个系统，包括中医馆健康信息
系统、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系统、中医药资源动态

监测与信息服务系统以及中医药综合监管信息系

统。业务功能在原有系统基础上扩展、重构以满足

省内公共卫生应急管理需求，需要新标准对系统数

据采集和互联互通边界进行进一步规范，为公共卫

生应急管理平台中的中西医数据融合奠定基础。

中医馆健康信息系统的完善更新目标是以中

医电子病历为核心，实现与辨证论治、知识库等

业务一体化集成。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系统业务

需求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总结归纳中医药专

家在疫情防治方面的共识经验，另一方面是管理

和推广名老中医药专家知识经验，助力临床教学。

中医药资源动态监测和信息服务系统致力于准确

掌握可调动的中医专家队伍、中药储备数据情况。

中医药综合监管信息系统在原有系统基础上打通

各业务环节，其功能需求主要包括以下 ３方面：
一是掌握中医药机构在人、财、物等方面的底数；

二是从医疗机构、中医药卫生人力、中医医疗服务

量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三是支撑中医药管理部门

对专科专病、绩效考核、等级医院评审、科研项目

等方面的管理。

３　构建过程

３１　中医药领域４个系统的数据采集交换体系架构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平台是一个业务范围较大的

信息系统，不仅局限于中医药信息管理。根据中医

药领域４个系统的数据和功能需求，对系统数据采
集交换体系架构进行分析，见图１。４个系统核心
业务主要围绕 “实现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的中医药信

息资源的全面整合和共享”这一目标开展。具体而

言需要从中医医院、综合医院、民族医院、中西医

结合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诊疗区 （中医

馆）等途径获取多源异构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经

过融合汇总后供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平台的中医药领

域４个系统处理和分析。其中电子病历、临床教
学、知识库等方面的数据再传输给应急管理平台中

的医疗卫生资源数据库、常态公共卫生数据库、中

医药特色数据库和医疗服务数据库，进而应用于疫

情监测预警、临床救治、中医药资源管理、中医药

传承、决策指挥等功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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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医药领域４大系统的数据采集交换体系架构

３２　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的中医药信息标准规范框
架构建

３２１　概述　从系统数据采集交换体系架构来看，
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的中医药信息标准规范框架构建不

仅要统一系统数据采集标准，还需要保障数据共享一

致性。因此在明确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平台中医药领域

４个系统的数据采集交换体系架构的基础上，依据
《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表》 （国中医药办发 〔２０１３〕
４１号）［７］总框架，参考国内其他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
结构［１８］以及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的信息标准［１９］设计标

准规范框架，见图２。本研究框架属于 《中医药信息

标准体系表》中的 “信息技术标准类”。

图２　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的中医药信息标准规范框架构建思路

３２２　依据数据集标准对４个系统业务数据进行

规范　按照已有标准体系框架中的中医临床、中医

馆、医院管理、综合统计、科学研究等类型对系统

数据采集交换体系架构中涉及的数据子集进行详细

分类，补充 “应急中医药资源数据库”“专家共识”

等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数据子集，确定４类数

据集标准框架。

３２３　数据交换管理规范框架设计　针对系统数

据交换不同环节，设计数据交换管理规范框架，根

据平台数据交换架构及建设要求，提出系统之间数

据交换方式与技术要求。

３２４　中医药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规范信息范围

和分类结构设计　依照国家卫生行业信息标准 《卫

生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２０］，结合平台数据交换需

求设计中医药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规范的信息范围

和分类结构。由此构建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的中医药

信息标准规范框架。

３２５　后期工作　按照标准规范框架划分数据

集，提取相关数据项，将与其他系统产生交叉的数

据项剔除，对照中医药领域已发布的国家、行业、

团体标准对数据元进行初步规范化，研制面向公共

卫生应急的中医药数据集标准、数据交换规范和值

域代码表。

４　标准规范框架

４１　总体框架

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的中医药信息标准规范框架

将标准划分为中医馆数据集、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

数据集、中医药资源动态监测与信息服务数据集、

中医药综合监管数据集４个数据集标准，以及数据

交换规范和中医药数据元值域代码规范，共６大类

以及１９个小类。６大类中医药信息标准之间互相依

赖、互相制约、互相补充。标准框架主要反映标准

组成和层次结构关系，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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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的中医药信息标准规范框架

４２　业务域及数据子集设计

在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的中医药信息标准总体框

架指导下，中医药信息标准研制更加系统化和体系

化。根据该框架所制定的标准目录，开展中医药标

准制订、修订工作。其中数据集标准是标准规范框

架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设计的业务域及对应的数

据子集，见表１。

表１　业务域及数据子集设计

系统 业务域 子集设计

中医馆健康信息系统 电子病历 患者基本信息子集、机构基本信息子集、医护人员基本信息子集、门 （急）诊病历子

集、处方医嘱信息子集

辨证论治 处方信息子集、草药信息子集、疾病诊断子集、证治信息子集、方剂信息子集

知识库 期刊文献子集、典籍文献子集、方剂信息子集、经典名方子集、自拟方剂信息子集、疾

病信息子集、中药信息子集、中成药组成信息子集、中成药生产厂商信息子集、名医医

案子集、医案信息子集、适宜技术子集、舌诊信息子集、中医治疗子集、症状体征子

集、穴位信息子集、经络信息子集、脉象信息子集、少数民族草药库子集

治未病 患者健康信息子集、健康指导记录子集、健康管理记录子集、人员管理子集、社区管理

子集、药品管理－中药通治方信息子集、患者诊疗管理－患者病情问卷子集

健康扶贫 会诊机构信息子集、会诊医生信息子集、会诊预约记录信息子集、会诊记录信息子集、

课程信息子集、课件信息子集、用户学习信息子集

中医药经验传承服务系

统

专家共识管理 疾病 （项目）信息子集、专家信息子集、团队信息子集、方剂信息子集、远程讨论会议

信息子集

临床教学服务 医生信息子集、患者基本信息子集、病历信息子集、处方信息子集、医嘱信息子集、医

案信息子集、课程信息子集、用户学习信息子集、中医证候信息子集、中医疾病信息子

集、舌象信息子集、中药信息子集、经络信息子集、治法信息子集、药品分类信息子集

工作室管理 机构基本信息子集、专家和继承人基本信息子集、专家库子集、工作室管理信息子集、

期刊论文子集、学位论文子集、会议论文子集、论著管理子集、研究报告子集、专利信

息子集、商标信息子集、著作信息子集、继续教育信息子集、影像资料信息子集、诊疗

方案信息子集、证候分类信息子集、疗效评价标准子集、辅助治疗子集、院内制剂信息

子集、新药证书信息子集、临床医案信息子集

中医药资源动态监测与

信息服务系统

应急中医药资源数

据库

应急中医医疗机构信息子集、应急中医人力信息子集、应急中药信息子集、实验室资源

信息子集、康复点资源信息子集、隔离点资源信息子集、无症状人员信息子集

中医药资源动态监

测与信息服务

中医药种植信息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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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中医药综合监管信息 基础信息部分 患者基本信息子集、医护人员基本信息子集、机构基本信息子集

系统 中医药综合统计管

理

中医医院年报子集、中医医院医疗服务月报子集、中医医院人力基本信息调查子集、中

医医院医用设备调查子集、中医住院病案首页子集、中医重点专科 （专病）年报子集、

中医门诊部及诊所年报子集、中医门诊部及诊所人力基本信息调查子集

中医科研项目管理 科研项目申报管理子集

中医医疗服务评价 服务评价结果子集

中医药专科专病申

报管理

中医药专科专病申报信息子集

医院等级评审管理

和绩效考核管理

医院等级评审子集、三级医院绩效考核信息子集、二级医院绩效考核信息子集

４３　值域代码规范设计

值域代码规范规定了中医药信息数据元值域的

编码方法、代码表格式和表示要求。目前面向公共

卫生应急的中医药信息数据元值域代码规范分为总

则、标识、人口学及社会经济学特征、健康史、健

康危险因素、主诉与症状、体格检查、临床辅助检

查、实验室检查、医学诊断、医学评估、计划与干

预、卫生费用、卫生机构、卫生人员、药品设备与

材料、卫生管理１７个部分，还根据系统建设需求
添加部分数据元和值域代码，共包含 １３９个代码
表。数据交换规范用于支撑不同系统之间多源异构

数据共享和交换。其中数据交换管理规范主要包括

交换人员管理、交换环节管理、交换内容管理、交

换维护与管理４个部分。数据交换技术规范则包括
数据交换业务、数据交换技术、数据交换接口及要

求３个版块。

５　结语

本研究以湖北省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平台中医药

领域４个系统为例，对系统数据采集交换体系架构
进行分析。在 《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表》总框架的

基础上提出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的中医药信息标准规

范框架，以期推动中医药标准制定相关工作科学合

理、动态有序开展并真正落地应用。随着医疗信息

化进程发展和医疗大数据分析普及，中西医信息融

合将成为趋势，面向公共卫生应急的中西医信息相

关标准研制和应用将逐步推进，该分类框架对同类

标准制定具有一定参考性。在具体标准研制过程

中，需要在充分考虑中西医融合、公共卫生应急等

问题基础上继续对标准规范进行完善并通过项目落

地实施来优化和完善标准规范，形成标准 “应用、

评价、修订、再应用”的循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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