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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中医古籍 “病脉证并治”知识元标引体系，结合现代文献研究，制定词汇过滤策略、选词

范围、选词原则等，构建４种重大疾病 （脑卒中、心力衰竭、肝硬化和糖尿病）的中医古籍叙词表树形结

构，为后续４种重大疾病的中医临床术语知识框架构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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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深度融合的中医古籍整理及专题文献研

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７０９２００）；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课题 “基于知识元理论的中医古

籍整理挖掘技术与方法研究”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９ＹＦＣ１７０９２０１）

１　引言

中医古籍记载了我国数千年来医疗实践的经验，

是传承中医科学和医疗创新的源泉和根基。但中医古

籍数量众多、门类庞杂，要充分挖掘中医古籍的价

值，需要深化基于知识元理论的中医古籍整理挖掘技

术与方法。叙词表也称主题词表，以更加规范化的系

统语言代替标引人员使用的自然语言，是中医古籍文

献检索中进行文献主题标引的检索工具之一，是中医

古籍知识库的基石，也是连接中医各种专业词语与计

算机系统语言的纽带。但是，现有词表无法满足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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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与中医病证名的相关性研究需求。因此，本研究

基于６００种中医古籍的深度标引工作，选取４种中
医诊疗具有一定优势和特色的疾病———脑卒中、心

力衰竭、肝硬化和糖尿病，通过叙词表构建，将相

关中医词汇进行集合，用以指导后续的标引和检

索，揭示概念间关系，也可为后续４种重大疾病中
医临床术语知识框架建立奠定基础。

２　医学叙词表研究现状

２１　叙词表

叙词表是概括各门或某一学科领域并由语义相

关、族性相关的术语所组成的、可以不断补充的规

范化词表［１］。叙词表主要由叙词与叙词间关系组

成，叙词间基本语义关系采用不同的参照符号以示

区分。中国 《汉语主题词表》采用 “用、代、属、

分、参”结构。一般叙词表中包括等同关系、等级

关系和相关关系３种关系［２］。叙词表作为一种术语

控制工具，可以通过将古籍资料、文献、检索者的

自然语言等转换成相对规范化的语言，从而形成某

特殊领域内的表达事物概念的词汇集合；还可以通

过各方式对各叙词之间的各种语义联系进行显示，

是可以不断补充、完善和调整的动态词表［３］。

２２　现代医学叙词表研究现状

国外主要的医学叙词表包括美国国家癌症研究

所的 《ＮＣＩ主题词表》 （ＮＣＩｔ）和美国国家医学图
书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ＬＭ）编制的
《医学主题词表》 （ＭｅＳＨ）等，其中 ＭｅＳＨ影响力
最大［４］。ＭｅＳＨ最早出版于１９６０年，经过医学学科
专家和ＭｅＳＨ工作人员的不断修订和更新，２０１９版
ＭｅＳＨ收录了２９３５１个概念和２４７２０９个补充概念
记录。这些补充概念来源于生物医学领域的其他相

关词表。ＭｅＳＨ具有独特的主 －副主题词组配表达
形式，采用树状结构表代替传统的分类表。ＭｅＳＨ
用于标引世界领先的生物医学数据库 ＰｕｂＭｅｄ的文
献，也用于ＮＬＭ编目数据库的书目描述。

２３　中医药学叙词表研究现状

２３１　中医药学主要叙词表　现代中医药词表的

研制工作起步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５］。我国现有的医

学领域叙词表包括医学 （现代医学）、药学和中医

药３个领域，代表性叙词表有：中国医学科学院医

学信息研究所将 ＭｅＳＨ翻译为中文，并在此基础上

建立 的 “中 文 医 学 主 题 词 表 检 索 系 统”

（ＣＭｅＳＨ）［６］，是国内医学领域权威的叙词表；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２０１３年编制出版的 《中国

药学主题词表》，共收录术语２９０００条［７］；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编制的 《中国中医药学

主题词表》，１９８７年出版第１版，２０１５年发布网络

版，目前共收录术语２１４６６条［８］。其中，“中文医

学主题词表检索系统”和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

表》都建立了持续更新机制，而且二者还建立了网

络版服务系统［９］。此外，中国中医科学院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借鉴统一一体化语言的经验，研制了 “中

医药学语言系统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ＣＭＬＳ）”，对中医药学的名词术语进

行了系统梳理，构建了中医药概念术语的层次结构

和复杂语义网络。已收录约１２万个概念、３０万个

术语以及１２７万条语义关系［１０－１１］。定位在专门面向

中医临床的大型术语系统 “中医临床术语集”，已

收录１１万多条概念词，２７万多个术语，内容覆盖

临床所见、病证、操作、治则治法和中药等中医临

床知识各个方面［１２］。建立了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层级

关系、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关关系。

２３２　问题分析　目前基于本体技术的中医药知

识库系统成为中医药信息化领域的主流研究方

向［１３］。叙词表采用一种树形结构方式展现中医古籍

中的概念结构关系，表现出来自于古籍的内容与概

念，是对中医古籍文献的客观反映，也展现了古籍

文献本身的结构。领域本体的编制以叙词表为依

据，继承了叙词表的树状结构特征［１４］。然而，尚缺

乏以现代疾病为研究对象且基于中医古籍词语的叙

词表，尽管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体系，但二者

的研究目的与对象是一致的。因此，为架设传统医

学与现代医学的研究桥梁，构建具有中医特色的

《４种重大疾病的中医古籍叙词表》，具有重要的研
究意义与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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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种重大疾病的中医古籍叙词表》构建原则

３１　编表原则与标准

为满足中医药领域内４种重大疾病的研究工作
需求，采用 “以主题为主，主题与学科相结合”的

原则，突出叙词表中４种重大疾病的专业性，保证
实用性，充分考虑地域和时代。词表的编制标准参

考 《汉语叙词表编制规则 （ＧＢ１３１９０—１９９１）》和
《军用主题词表编制规则 （ＧＪＢ１７７６Ａ—９９）》制定。
语料构建参考 《中国药学主题词表》 《中国中医药

学主题词表》《健康信息学 －中医药学语言系统语
义网络框架 （ＧＢ／Ｔ３８３２４—２０１９）》以及中医语言
系统发布平台等。

３２　选词原则

词表选词遵循以下３个原则，一是保证参考标
引频率，选用在中医药领域较常出现，具有一定使

用频率的名词术语；二是保证基本词汇准确，参考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的基础上，保证与ＭｅＳＨ
词表内中医药相关词语兼容，同时以 《国际疾病分

类第十一次修订本 （ＩＣＤ１１）》 《中医病证分类与代
码 （ＧＢ／Ｔ１５６５７—２０２１）》的术语内容为标准；三
是保证所选词语概念清晰简练，词义明确。

４　 《４种重大疾病的中医古籍叙词表》构建

４１　中医古籍标引平台与模板

本研究基于采用 “病脉证并治”知识元标引技

术与 方 法 的 中 医 古 籍 标 引 平 台 （ｈｔｔｐ：／／
１１４２５５４０１３０：６００８０／ｍｅｔ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２／＃），在对中
医古籍进行标引时，以 “病脉证并治”标引模版为

首选，并根据不同类别、不同内容的古籍配置９种
标引模版及元数据。其中 “病脉证并治”标引模版

以中医疾病名为核心，包括病名、病因、病机、治

则、治法、主脉、兼脉、辨证、方剂、药物、针

灸、预后、宜忌等３０个知识元，以及５９种语义类
型。９种标引模版及元数据包括中医理论、诊法、
病证、本草、方剂、医案、预防调护、学术流派、

针灸标引模版。

４２　４种重大疾病相关中医古籍语料构成

现代疾病与中医病名的对应问题一直是学界争

议的关键。首先，本研究以４种重大疾病及其并发
症为对象，以现代文献研究为抓手，以４种重大疾
病相关的中医疾病名为核心，在中国知网文献数据

库中以脑卒中、心力衰竭、肝硬化、糖尿病、并发

症及其同义词为关键词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１９９５
年１月１日—２０２２年２月１日的中文文献６００３篇，
其中脑卒中５１９篇，心力衰竭４４５篇，肝硬化９４７
篇，糖尿病４０９２篇，提取文中涉及的并发症名称，
将相同病名进行合并，如中风后抑郁、卒中后抑

郁、脑卒中抑郁症合并为抑郁症，从中归纳出４种
重大疾病及其并发症共２０８种，其中脑卒中７６种，
心力衰竭 １５种，肝硬化 ４５种，糖尿病 ７２种；其
次，再以筛选出的４种重大疾病及其并发症名称、
中医病名或中医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

中再次进行精确检索，去除缺乏中医认识的部分现

代疾病，例如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等；最后，参

考 《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 （ＩＣＤ１１）》和
２０２０年颁布的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第 １部分：疾
病》以及相关临床指南与专著等，剔除部分欠规范

的中医病名，最终形成４种重大疾病及其并发症相
关的中医疾病名３１８种，其示例，见表１。

表１　４种重大疾病并发症中西医病名对应

重大疾病 并发症－西医病名 并发症－中医病名

脑卒中 肠炎［１５］ 肠；便血；赤沃；飧泻；泄泻；大肠泄；小肠泄；大瘕泄；下利；滞下；痢；休息痢；久

痢；痢疾；脏毒［１６］

肺炎［１７］ 痰饮；咳嗽；肺炎喘嗽病；肺热病；喘病；肺痿病；咯血病；感冒病；肺胀病；风温病；风温

肺热病；外感高热病［１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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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中医古籍 “病脉证并治”知识元标引体

系，以中医疾病名为导向，突显 “以病为纲” （由

于４种重大疾病的并发症存在交叉，而其并发症的
中医病名并无区别，因此未对其并发症的中医病名

进行区分），同时参考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

等现有叙词表，制定现代医学病名、中医疾病名、

中医理论、病因病机、诊法、症状体征、推荐方

剂、中药、治疗、预防调护、古籍书目、学术流派

及医家共１２个范畴。以４种重大疾病及其并发症相
关的中医疾病名遴选知识体，将其中的知识元与语

义提取出来，将不同类型语义归入不同范畴类目

中，如语义类型为治法的语义 “滋阴”归入 “治

疗”范畴下的 “治法”中，从而形成４种重大疾病
相关的中医古籍叙词表语料库。

４３　 《４种重大疾病的中医古籍叙词表》构建流程

构建中医古籍叙词表流程包括选词过程、编制

主表、编制词族表、编制范畴表、编制英汉索引表

等内容，见图１。

图１　 《４种重大疾病的中医古籍叙词表》构建流程

４３１　选词过程　对中医古籍进行原始版本数字
化处理，形成计算机可读文本文件，并按 “病脉证

并治”知识元核心要素进行深度标引加工，遵循

“一标、二查、三复审、四抽检”的原则，对标引

后的条目进行人工和机器 “病脉证并治”知识元核

心要素双分析，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手段，对

数字化后的古籍原文内容进行机器分析挖掘，提取

出其中的词汇及词汇出现的频次，构建４种重大疾
病中医古籍叙词表的基本素材词库。采用自然语言

处理等技术提取词汇 （尤其是高频词汇）。参考各

类文献数据库，以及中医叙词表与词典工具书等传

统纸质文献和书籍资料，如 《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

表》 《中医大辞典》等，并保证与 ＭｅＳＨ词表内中
医药相关词语兼容。

４３２　编制主表　通过以上选词来源，基于网络
关键字统计系统统计期刊的关键字，在分词结果和

关键字统计结果中，通过制定词频阈值、词汇过滤

规则、选词范围、选词原则来选取正式主题词。

４３３　编制词族表　采用本课题合作单位搭建的
“知识组织系统管理与构建平台”构建词汇语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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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结构体系，其中包括展示词汇的范畴号、英汉

对照关系、同义关系、等级关系、关联关系等内

容。在编制主表过程中，制定正式主题词与非正式

主题词的编制结构体系。在编制词族表过程中，制

定词汇语义成族的结构体系，属、分、族项通过导

入词族表的等级关系来实现，范畴号由导入范畴表

中设定的类别号来实现。

４３４　编制范畴表、编制英汉索引表　制定范畴
表编排的结构体系，制定汉语拼音索引、英汉对照

索引的结构体系。本叙词表研究旨在中医古籍知识

分类体系下进行扩展与深化，尤其关注以疾病为纲

的中医古籍叙词编著与研究。建立叙词的概念关

系，借鉴词表概念间的逻辑关系，结合古籍知识库

语义元数据，参考中医药一体化语言系统，采用自

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中医疾病古

籍叙词表的概念语义网络。

４４　 《４种重大疾病的中医古籍叙词表》基本内容

《４种重大疾病的中医古籍叙词表》包括主表、
范畴表、词族表和索引表 （汉语拼音索引、英汉对

照索引）。其中范畴表类目，见表２。该词表涵盖现
代医学病名、中医疾病名、中医理论、病因病机、

诊法、症状体征、推荐方剂、中药、治疗、预防调

护、古籍书目、学术流派及医家共 １２个范畴，在
各类目之下，再按中医理论逐项细分，最深达 ７
级，见表３。目前收录包含树形号、中文、英文、
拼音、定义或简介以及范畴号的正式主题词７２３４
个，非正式主题词５２５５个。语义关系参考 《健康

信息学－中医药学语言系统语义网络框架 （ＧＢ／Ｔ
３８３２４—２０１９）》，包括上下位关系、相关关系、分
支、包含等１０余种。

表２　 《４种重大疾病的中医古籍叙词表》范畴表类目

范畴号 类目 范畴号 类目 范畴号 类目 范畴号 类目

ＴＡ 现代医学疾病名 ＴＡ１ 脑卒中 ＴＡ２ 慢性心衰 ＴＡ３ 糖尿病

ＴＡ４ 肝硬化 ＴＢ 中医疾病名 ＴＢ１ 中风病 ＴＢ２ 心水病

ＴＢ３ 消渴病 ＴＢ４ 积聚类病 ＴＢ５ 并发症 ＴＣ 中医理论

ＴＣ１ 五行理论 ＴＣ２ 气血津液精 ＴＣ３ 经络腧穴 ＴＣ４ 营卫

ＴＣ５ 藏象 ＴＣ６ 阴阳学说 ＴＤ 诊法 ＴＤ１ 切诊

ＴＤ２ 望诊 ＴＤ３ 问诊 ＴＤ４ 闻诊 ＴＥ 病因病机

ＴＥ１ 病因 ＴＥ２ 病机 ＴＦ 症状体征 ＴＦ１ 神志症状

ＴＦ２ 脉象表现 ＴＦ３ 身体形态 ＴＦ４ 姿态 ＴＦ５ 皮肤表现

ＴＦ６ 舌苔表现 ＴＦ７ 睡眠症状 ＴＦ８ 情志症状 ＴＦ９ 言语表现

ＴＦ１０ 毛发表现 ＴＦ１１ 四肢症状 ＴＦ１２ 二便症状 ＴＦ１３ 呼吸症状

ＴＦ１４ 饮食口味症状 ＴＦ１５ 一般症状 ＴＦ１６ 躯体症状 ＴＦ１７ 颈项症状

ＴＦ１８ 五官症状 ＴＦ１９ 头面症状 ＴＧ 治疗 ＴＧ１ 治则类术语

ＴＧ２ 治法类术语 ＴＧ３ 疗法类术语 ＴＨ 推荐方剂 ＴＨ１ 脑卒中推荐方剂

ＴＨ２ 慢性心衰推荐方剂 ＴＨ３ 糖尿病推荐方剂 ＴＨ４ 肝硬化推荐方剂 ＴＩ 中药 （功效分类）

ＴＩ１ 安神药 ＴＩ２ 拔毒化腐生肌药 ＴＩ３ 补益药 ＴＩ４ 涌吐药

ＴＩ５ 攻毒杀虫止痒药 ＴＩ６ 化湿药 ＴＩ７ 化痰止咳平喘药 ＴＩ８ 解表药

ＴＩ９ 开窍药 ＴＩ１０ 理气药 ＴＩ１１ 理血药 ＴＩ１２ 利水渗湿药

ＴＩ１３ 平肝熄风药 ＴＩ１４ 清热药 ＴＩ１５ 驱虫药 ＴＩ１６ 祛风湿药

ＴＩ１７ 祛风药 ＴＩ１８ 祛暑药 ＴＩ１９ 软坚药 ＴＩ２０ 收涩药

ＴＩ２１ 外用药 ＴＩ２２ 温里药 ＴＩ２３ 消食药 ＴＩ２４ 泻下药

ＴＩ２５ 止痛药 ＴＪ 预防调护 ＴＪ１ 预防 ＴＪ２ 护理

ＴＪ３ 康复 ＴＫ 古籍书目 ＴＫ１ 本草类 ＴＫ２ 儿科类

ＴＫ３ 方书类 ＴＫ４ 妇科类 ＴＫ５ 其他类 ＴＫ６ 金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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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ＴＫ７ 内科类 ＴＫ８ 伤寒类 ＴＫ９ 外科类 ＴＫ１０ 温病类

ＴＫ１１ 养生类 ＴＫ１２ 医案类 ＴＫ１３ 医话类 ＴＫ１４ 医经类

ＴＫ１５ 综合类 ＴＫ１６ 针灸类 ＴＫ１７ 诊法类 ＴＬ 学术流派及医家

ＴＬ１ 伤寒学派 ＴＬ２ 医经学派 ＴＬ３ 温病学派 ＴＬ４ 汇通学派

ＴＬ５ 针灸学派 ＴＬ６ 本草学派 ＴＬ７ 易水学派 ＴＬ８ 河间学派

ＴＬ９ 丹溪学派 ＴＬ１０ 新安医派 ＴＬ１１ 孟河医派 ＴＬ１２ 钱塘医派

ＴＬ１３ 永嘉医派

　　注：中药根据功效分类进行分类。

表３　范畴各级数目 （个）

范畴名称 ２级 ３级 ４级 ５级 ６级 ７级 合计

现代医学病名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中医疾病名 ５ ５１ ３６ １２３ ６９ ３３ ３１７

中医理论 ６ ２２ ８２ ４２ ０ ０ １５２

诊法 ４ １６ ４８ ３３ ９ ０ １１０

病因病机 ２ １４ ５９ １４３ ９５ ０ ３１３

症状体征 １８ ２６９ ４４６ １７７ １３４ ３７ １０８１

治疗 ３ ４５ ２７４ ４２８ ３５２ ６６ １１６８

推荐方剂 ４ ２０５８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６２

中药 （功效分类） ２５ １７３ ８０３ １２２ ０ ０ １１２３

预防调护 ３ １０ ６ ０ ０ ０ １９

古籍书目 １７ ６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６３５

学术流派及医家 １６ ２３４ ０ ０ ０ ０ ２５０

５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中医古籍的４种重大疾病叙词
表旨在立足于中医古籍知识分类体系下进行扩展与

深化，探索性试以现代文献研究为依据，寻求现代

医学病名与中医疾病名的连接。采用具有 “病脉证

并治”特色的中医古籍知识元标引方法，完善以中

医疾病名为纲的中医古籍叙词编著与研究，从而形

成４种重大疾病的中医古籍叙词表。构建４种重大
疾病的中医古籍叙词表后，为其他现代疾病的叙词

表建立提供范本与参考，或可为构建４种重大疾病
的中医临床术语知识框架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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