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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服务功能、内容构成和页面设计３方面调查分析我国中医药门户网站基本情况，阐述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建议，包括制定中医药门户网站建设指南、鼓励中医药特色栏目建设、融入新技术创新应用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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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门户网站是与用户建立沟通的桥梁，各行各业

均不断充实网站内容、创新网站形式，从而增强自

身吸引力，更好地发展业务［１］。中医药门户网站是

中医药信息化发展不可分割的部分，不仅是中医药

行业对外信息发布和宣传引导的重要窗口，也是展

示中医药传承精华与守正创新的重要载体。本文通

过调查分析中医药行业门户网站建设现状，从服务

功能、内容构成和页面设计 ３方面分析存在的问

题，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以期为精准定位中医药

门户网站建设发展方向，推动中医药信息化有序、

高质量建设提供参考。

２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在互联网正式发布且正在运营的我

国各级各类中医药门户网站。以 “中医网站” “中

药网站”“中医药网站” “医学信息网站”作为关

键词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逐一甄别，剔除重复推

送、营销广告以及内容更新滞后超过 １个月的网

站，获得有效网站链接共计１４１条，对网站关键信

息进行采集、整理，形成调查采集表，利用 ＰＬＳＱＬ

和ＥＸＣＥＬ工具进行分析［２］。

３　调查结果

３１　网站服务功能

结合调查实际情况将中医药门户网站功能逐一

进行分类、分析［３］。研究发现中医药文化传播服务

类和中医药教育类网站数量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网站

数量，主要原因是中医药高等院校和相关研究机构

均设立各自门户网站；而文化传播服务类门户网站

更多的是中医药各类学术组织，可见中医药行业对

文化传播比较重视。调查发现大部分中医药门户网

站具备不止１种功能。为清晰直观展示中医药门户

网站功能设计侧重点，对其功能进行较为细致的划

分，见表１。

表１　中医药门户网站功能分类统计

中医药门户网站功能分类 数量 （个） 百分比 （％）

中医药文化类　　 ４３ ３０５０

中医药教育类　　 ３０ ２１２８

中医药科研类　　 １９ １３４８

中药产业协会类　 １２ ８５１

中医药公共管理类 １０ ７０９

中医医疗类　　　 １０ ７０９

中药技术研究类　 ９ ６３８

中医药贸易类　　 ８ ５６７

３２　网站内容构成

为进一步了解中医药门户网站具体内容，对调

查范围内网站各栏目内容进行深度分析［４］。发现在

中医药文化类中，学术活动栏目占比超过网站总数

的８０％，文化交流和中医学习占比均超过６０％，是
主要栏目。在中医药教育类中，多数网站设有新闻

动态专栏，占比超过该中医药教育类网站总数的

９０％。在中医药科研类中，科研团队和人才培养的
开设率超过４０％，可见中医药人才传承培养是科研

的重要基础。在中药产业协会类中，超过６０％的网
站建立会员中心，可见协会会员是产业协会网站的

主要群体。在中医药公共管理类中，全国 ３１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中有１０个省 （区、市）建设省

级中医药门户网站，且同时开设政务公开、政务服

务、政策法规、互动交流栏目，栏目开通率均为

１００％，可见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建设要
求与标准高度统一。

在中医医疗类中，中医养生栏目开设率达到

９０％，可见中医养生保健市场需求度较高，运用
中医药手段提高和改善体质已得到基本认可，并

且中医药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

医药养生保健网站建设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中医

药贸易类网站全部设有行业资讯栏目和政策法规

栏目［５］，中医保健和中药饮片也是中医药企业门

户网站的主要栏目。另外在中医药行业贸易服务

领域中尚未发现有门户网站设立在线选购与支付

服务功能，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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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医药门户网站内容构成统计

功能分类 栏目分类 数量 （个） 百分比 （％）
中医药文化类　　 学术活动 ３８ ８８３７

文化交流 ３１ ７２０９
中医学习 ２８ ６５１２
新闻动态 ２０ ４６５１
政策法规 １９ ４４１９
会员服务 １３ ３０２３
文件下载 ９ ２０９３

中医药教育类　　 新闻动态 ２８ ９３３３
学科建设 １８ ６０００
招生就业 １４ ４６６７
机构设置 １４ ４６６７
教育教学 ９ ３０００
文件下载 ７ ２３３３
政策法规 ３ １０００
会员服务 ４ １３３３

中医药科研类　　 新闻动态 １５ ７８９５
科研团队 １２ ６３１６
科技创新 ８ ４２１１
人才培养 ８ ４２１１
名著名篇 ５ ２６３２

中药产业协会类　 协会概况 １２ １００００
协会动态 １１ ９１６７
政策法规 １０ ８３３３
会员中心 ８ ６６６７
中药企业 ５ ４１６７

中医药公共管理类 政务公开 １０ １００００
政务服务 １０ １００００
政策法规 １０ １００００
互动交流 １０ １００００

中医医疗类　　　 中医养生 ９ ９０００
在线挂号 ７ ７０００
中医名家 ６ ６０００

中药技术研究类　 新闻中心 ８ ８８８９
新药研究 ６ ６６６７

　重点实验室 ５ ５５５６
科学研究 ５ ５５５６

中医药贸易类　　 　　药材资讯行情 ８ １００００
政策法规 ８ １００００
中药保健 ５ ６２５０
中药饮片 ４ ５０００
种植基地 ２ ２５００

３３　网站页面设计

网站页面设计直接影响用户体验，通过其可以

侧面了解中医药门户网站建设基本水平［６］。调查发

现绝大多数网站都应用图片设计，而视频动画设计

仅有７０９％的网站应用；超过９０％的网站提供友情

链接相关行业内网站的服务，提升互访度；超过

３０％的门户网站未设置搜索导航基本功能，降低了

用户友好度。中医药行业门户网站不应仅以文字内

容体现中医药特色，还应在页面设计上着重体现中

医药特色元素，如名医古籍、中草药图片、中国元

素等，但调查发现超过４０％的网站未能实现。另有

２８４％的门户网站使用弹窗或飘窗功能，降低了用

户对网站可信度和使用感知，见表３。

表３　中医药门户网站页面设计基本情况

门户网站页面设计 数量 （个） 百分比 （％）
图片　　　　　 １４０ ９９２９
友情链接　　　 １３０ ９２２０
搜索导航　　　 １１２ ７９４３
中医药特色元素 ８４ ５９５７
空白卡顿页面　 １５ １０６４
视频动画设计　 １０ ７０９
弹窗　　　　　 ４ ２８４

４　讨论

４１　问题

４１１　网站名称命名不规范　合理规范网站命名

方式是主管部门管理中医药门户网站的手段之一，

便于用户与网站之间建立良好沟通［７］。通过调查发

现部分商务服务类和文化传播服务类的中医药门户

网站未实现命名规范化，如部分网站通过命名 “中

国ＸＸ”以提高其权威性来获得用户信任。部分网

站命名相似度较高，用户单从网站名称无法分辨访

问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中医药门户网站命名应注重

规范化和严谨化，既能体现网站所属机构的属性和

服务内容，同时便于访问者查询与浏览［８］。

４１２　缺乏网站标识设计　网站标识不仅可以提

升辨识度，也能彰显专业度，增强用户使用感知，设

计符合自身特点而又不失中医药特色的网站标志十分

重要。调查发现中医药门户网站绝大多数没有标识，

不利于用户访问记忆［９］。主图片作为重要元素可以体

现出门户网站的基调。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网站主图片

应用率虽然达到１００％，但图片风格大多数未能凸显

网站自身风格和中医药特色。从页面设计上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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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工设计、图片、视频、动画等方面应用不足，使

用不同浏览器访问部分网站时出现图片卡顿和刷新

速度缓慢情况，主图片以动画或高清帧数呈现时，

应考虑浏览器兼容性和网站响应速度。

４１３　栏目内容单一　中医药门户网站所承载的

内容与功能应与公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相适应。

调查发现中医药门户网站存在内容质量与深度不

够、内容更新迟缓、覆盖服务范围较狭窄等问题。

部分网站内容不够丰富，甚至出现页面空白的情

况，影响用户访问意愿。多数中医药门户网站栏目

设定与西医较难区分；超过４０％的网站页面设计未

能体现中医药特色元素，仅能从网站或栏目名称辨

别；中医药养生保健、文化教育、中药材等中医药

特色栏目或内容普遍缺失。

４１４　管理不到位　门户网站资源信息内容可划

定为静态信息和动态信息两类。静态信息资源具有

相对固定性；动态信息资源则具有频更性，其交互

性高且供需量大，如新闻动态、活动通知等。调查

发现部分中医药门户网站信息内容时效性较差；部

分网站将支付宝收付款二维码直接放在页面，不符

合网站建设管理安全规范；部分网站设定会员服务

功能，存在弱口令成功注册且无身份验证的情况，

给用户和网站自身留下安全隐患。以上均表明网站

运维管理不到位、职责分工不明确、组织管理机制

不健全。

４１５　功能创新技术落后　从调查现状看出新技

术在中医药门户网站中应用不够普遍。视频、动画

技术应用体现率仅为７％，部分网站出现空白栏目；

部分网站访问速度较缓慢，与网站服务器硬件资源

和软件技术落后有关；一些发展较好的网站建立微

信公众号，提升用户黏度和便捷度。从调查结果来

看，创新技术应用不足依然是中医药门户网站在建

设中的通病。

４２　对策与建议

４２１　制定中医药门户网站建设指南　中医药门

户网站在数量上已具有一定规模，但从整体看网站

页面设计、内容、组织管理等方面仍有待加强。网

站建设需要精准的依据，只有依照标准建设、保持

正确方向才能建成优质的门户网站。将已发布的信

息安全技术标准和规范性文件作为依据，注重与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相衔接，从实践出发建立一套科

学合理的中医药门户网站建设指南，是现阶段我国

中医药门户网站发展的重要工作。该规范性文件应

确定中医药门户网站设计、内容、技术、管理和安

全防护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从而规范全国中医药门

户网站建设。

４２２　鼓励中医药特色栏目建设　各级中医药主

管部门应深度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充分发挥信息化

支撑中医药服务体系的作用。建议各级中医药主管

部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依照中医药健康服务框

架，从中医养生保健、中医医疗、中医药康复养

老、中医药教育、中医药产业、中医药文化、中医

药旅游和中医药贸易８个方面有针对性地鼓励或引

导中医药门户网站设立中医药特色专栏并提供中医

药健康信息化便民服务［１０］。

４２３　融入新技术创新应用发展　手机终端应用

在信息化时代占据主导地位。中医药门户网站不能

仅以适用于电脑终端的访问模式面向社会群体推

广，需兼顾手机终端客户群体需求才能更好地发

展。应积极融入新技术、拓展新应用以探索中医药

门户网站电脑端与手机终端双支持模式，开发手机

ＡＰＰ并积极与客户群体量较大的科技公司展开合

作，如腾讯、阿里巴巴、华为、字节跳动等，通过

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嵌入等方式拓展

中医药门户网站客户群，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网站发

展新要求。

４２４　探索建立中医药信息化联盟　中医药门户

网站是中医药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联通

范围不能仅局限于中医药领域各类中医药学会、中

医药高等院校、综合性中医医院、名老中医工作室

等，应考虑与新媒体互联网公司合作，运用抖音、

快手、今日头条等市场主流互联网产品，通过新媒

体传播形式进行流量推广，有利于扩充网站目标客

户群体，降低公众获取中医药信息门槛，丰富公众

获取中医药信息途径与范围。

４２５　建立健全前后台评价反馈机制　全面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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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评价反馈有利于产品迭代更新。适时聘请

第３方专业调研机构对门户网站进行调研分析评
价，从公众角度基于使用感受与优化建议进行评

价。建立大数据分析机制，基于用户搜索、浏览、

交互行为，结合页面停留时间、页面点击次数、

功能使用次数等数据信息，分析用户使用习惯与

行为特征，从而全面获知网站存在的问题与设计

缺陷，有针对性地制定优化策略。同时可侧面监

督中医药门户网站，从质量评价角度明确网站未

来需实现的功能，进而推动中医药门户网站优质

发展。

５　结语

研究中医药门户网站建设思路与应对策略是打

通中医药信息化建设壁垒的重要关卡，通过对我国

中医药门户网站建设现状调查与分析，进一步明确

方向与目标，以优质网站标准为指引，突出中医药

特色栏目建设，融入创新技术应用发展，加强中医

药信息化联盟，建立双向评价反馈机制，从而加速

实现中医药门户与信息化要素的集成融合，促进我

国中医药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１　郭丽敏，周建仁，郭丽君企业信息门户深化应用的探

索实践 ［Ｊ］．计算机产品与流通，２０２０（８）：９６．

２　唐孙茹，凌泽农，陈中全中医药网站建设现状调查研究

［Ｊ］．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２０（１）：１１３－１１６．

３　程彬彬从国内综合性中文门户网站看网络信息分类体

系 ［Ｊ］．情报探索，２００７（９）：１１５－１１７．

４　卢顺，张璐大型三甲综合医院门户网站的设计与开

发 ［Ｊ］．中国新通信，２０２１，２３（９）：７２－７４．

５　姜晓丽企业门户网站及信息化建设探析 ［Ｊ］．网络安

全技术与应用，２０２１（６）：１０１－１０２．

６　明小波，邱慧玲，李丹高性能门户网站及其信息发布系

统的设计与实现 ［Ｊ］．大众标准化，２０２１（９）：８７－８９．

７　蒋楠杰中国省级文管部门网站建设评价研究 ［Ｄ］．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２０１８．

８　任丽利，张启军，王佳，等吉林省卫生计生系统门户

网站调查评估分析 ［Ｊ］．中国卫生标准管理，２０１８，９

（１３）：８－１１．

９　陈慧媛高性能门户网站及其信息发布系统的设计与实

现 ［Ｊ］．电子技术与软件工程，２０２０（２４）：１３２－１３３．

１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

见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０－２０］．ｈｔｔｐ：／／ｂｇｓｓａｔｃｍｇｏｖ

ｃｎ／ｇｏｎｇｚｕｏｄｏｎｇｔａｉ／２０１９－１０－２６／１１６４１ｈｔｍｌ．

（上接第７６页）

参考文献

１　陈翔，汪涛，李肖凤，等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建设研

究 ［Ｊ］．医学信息，２０２１，３４（６）：１５－１９．

２　张磊，张琛，李国正基层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的设计

与应用 ［Ｃ］．成都：第五届中国中医药信息大会———

大数据标准化与智慧中医药论文集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

会，２０１８．

３　 《中国中医药报》中医药信息化发展 “十三五”规

划 ［Ｎ］．中国中医药报，２０１７－０１－２６（３）．

４　陈启岳，周志伟，周敏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建设的实

践与成效 ［Ｊ］．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２０１９，１６

（４）：４２３－４２７．

５　肖勇，王雯瞡，赵臻，等我国基层中医医院信息化服

务保障能力建设现状研究 ［Ｊ］．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１３，

８（４）：６３－６７．

６　肖勇，沈绍武，常凯，等县域医共体共享中药房信息

平台的建设现状 ［Ｊ］．中国药房，２０２１，３２（１１）：

１２８１－１２８６．

７　肖勇，沈绍武，孙静，等后疫情时代中医药信息化建

设与发展的思考 ［Ｊ］．时珍国医国药，２０２０，３１

（１２）：３０５５－３０５７．

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

见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０－２６］．ｈｔｔｐ：／／ｂｇｓｓａｔｃｍ

ｇｏｖｃｎ／ｇｏｎｇｚｕｏｄｏｎｇｔａｉ／２０１９－１０－２６／１１６４１ｈｔｍｌ．

·１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