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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学位论文为数据基础，采用共现聚类及文本挖掘方法，从知识交叉和研究内容方面分析医学信
息研究生教育的跨学科特征，指出对新技术及应用的研究较为薄弱、各学科研究内容侧重明显不同等问题，

建议增加融合多学科的科研思维培养及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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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医学信息学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由国际信息处
理协会首次提出［１］，是以信息学、信息管理和信息

技术为依托，研究医学领域中的信息现象和信息规

律，用于医学决策和管理的一门交叉学科［２］。随着

全球发达国家对医疗健康信息化日益重视，我国也

积极建设医疗卫生信息化服务体系［３］。社会对医学

信息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随之增加，然而医学信息

专业本科生就业岗位与专业匹配度不高［４］，这对医

学信息教育提出更高要求。将中美两国医学信息教

育进行对比发现［５］，我国医学信息教育以本科教育

为主，开展硕博研究生培养的高校数量较少。研究

生培养较本科生培养在科研问题识别、理论和方法

创新方面要求更高［６］，但目前缺少对医学信息相关

专业研究生培养特征的分析。同时，医学信息学是

交叉学科，强调学科知识整合、共享和交融［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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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指利用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医学信

息领域科学问题。分析我国医学信息相关专业的跨

学科特征对完善培养方案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因此

本研究以研究生学位论文为数据基础，探究医学信

息学科交叉现状，分析医学信息相关学科研究生培

养内容特征，总结当前我国医学信息高层次人才培

养特点，以期为完善医学信息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提供参考借鉴。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参考中国医学发展系列报告中医学信息学进

展［８］相关内容选取研究对象，确定医学信息研究生

教育二级学科专业名称；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

网筛选具体专业名称，包括医学信息学、医学／医
药／智能／卫生信息管理、医学信息工程／系统／技

术、中医药／药学信息学、医学生物信息学／生物医
学信息处理／生物医学信息与仪器、计算医学／健康
数据科学。由于本研究目的是探究医学信息专业研

究生的跨学科研究特征，而管理学门类下相关专业

多为本科专业，如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医学信息

方向），因此未纳入分析，最终确定具有相关专业

的３９所高校。通过中国知网硕博士论文数据库进
行查询，共有１８所高校相关专业可检索到公开学

位论文，涉及１３个学科，已毕业博士７０名和硕士
１８８名，见表１。提取其论文所标注的中国图书馆

分类代码［９］及论文摘要。检索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１２月
１—５日。

表１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统计分析

学科名称 高校数量 （所） 博士 （人） 硕士 （人）

中医药信息学　　 ６ ０ ２１

医学信息学　　　 ４ １９ ４４

医学生物信息学　 ２ ０ ２１

生物信息技术　　 １ ３６ ３１

生物医学信息技术 １ ９ ７

卫生信息管理　　 １ ２ ２６

医学信息工程　　 １ ２ ４

生物医学信息处理 １ １ ０

续表１

学科名称 高校数量 （所） 博士 （人） 硕士 （人）

计算医学　　　　 １ １ ２

医学信息管理　　 １ ０ １６

医疗信息技术　　 １ ０ １０

智能医学信息管理 １ ０ ６

　　注：调研高校包括安徽中医药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成都中

医药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复旦大学、贵州大学、广西医科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华北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江西

中医药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宁波大学、宁夏医

科大学、山东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

２２　数据分析

２２１　学科分布基本统计分析　对学位论文中标
注的二级学科分类代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解

医学信息相关专业研究领域的基本分布。按专业名

称分别统计代码分布情况，对比不同专业在研究内

容上的学科侧重。

２２２　基于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的论文分类代码共现分
析　以中国图书馆分类代码［９］作为学位论文学科归

属的测量指标。同一篇论文被赋予多个分类代码体

现医学信息领域同一个研究课题的多学科交叉。分

类代码共现可以揭示医学信息专业不同研究方向中

各细支学科知识互换和交叉的模式。因此借助可视

化分析工具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对学位论文标注的分类代码
进行共现与聚类。

２２３　基于隐含狄利克雷分布模型的学位论文研
究主题分析　以学位论文摘要为数据源，构建语料
库，基于隐含狄利克雷分布模型主题建模对摘要内

容进行语义分析，挖掘医学信息研究的主题分类。

对所有毕业论文进行主题识别，分析医学信息宏观

研究内容的主题分布；根据专业名称划分 ３个类
别，分别进行主题识别，对比分析不同专业研究内

容上的异同。中文摘要的自然语言处理通过 Ｐｙｔｈｏｎ
的ｊｉｅｂａ库实现。

３　结果

３１　学科分类

根据学位论文所属二级学科的分布 （仅显示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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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于等于３的学科分类），当前医学信息专业使
用最多的方法和技术源于计算机科学领域，围绕基

础医学、肿瘤医学和预防医学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根据名称将专业进一步划分为３类：生物医学信息
学、医学信息学和中医药信息学。对３类专业分别
进行分析，医学信息学和中医药信息学仍以计算机

科学为主要方法，但医学信息学以预防医学和肿瘤

学为主要研究问题，中医药信息学主要解决中医学

和临床医学中的科学问题。生物医学信息学则以生

物化学、分子生物学、肿瘤学等为研究核心，侧重

于基础研究，见表２。

表２　各类别专业研究生选题所属的二级学科 （部分）

学科类别 二级分类号 分类号含义 频次

生物医学信息学／ Ｑ５ 生物化学 １５

技术／处理类 Ｑ７ 分子生物学 １２

Ｑ９４ 植物学 １２

Ｒ７３ 肿瘤学 １２

Ｓ５ 农作物 １１

ＴＰ 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 １０

Ｒ３ 基础医学 ９

Ｑ８１ 生物工程学 （生物技术） ８

Ｒ７４ 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 ５

Ｒ９ 药学 ４

ＴＮ 无线电电子学、电信技术 ４

医学信息学／管理／ ＴＰ 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 ４８

工程／技术类 Ｒ－０ 一般理论 ３１

Ｒ１ 预防医学、卫生学 ２７

Ｒ７３ 肿瘤学 １７

Ｒ３ 基础医学 ９

Ｒ４ 临床医学 ９

Ｇ２ 信息与知识传播 ８

Ｒ５ 内科学 ７

Ｒ９ 药学 ７

Ｇ３ 科学、科学研究 ５

Ｒ７４ 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 ５

Ｆ２ 经济计划与管理 ４

Ｆ４ 工业经济 ４

中医药信息学类 ＴＰ 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 １４

Ｒ２ 中国医学 ８

Ｒ－０ 一般理论 ３

Ｒ４ 临床医学 ３

３２　学科交叉现状

根据学科代码共现关系，所有学科分类号可聚

为１０类，见图１、表３。

图１　医学信息专业的学科分类共现

表３　医学信息专业研究生选题共现分类及所属学科

类别 学科 类别 学科

分类１ 分子生物学 财政、金融

内科学 预防医学、卫生学

化学 分类４ 临床医学

基础医学 仪器、仪表

外科学 生物物理学

微生物学 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

电机 计算技术、计算机技术

肿瘤学 分类５ 农作物

自动化基础理论 园艺

自动化技术及设备 植物学

分类２ 一般理论 生物工程学 （生物技术）

信息与知识传播 分类６ 微电子学、集成电路

医药、卫生 生理学

教育 通信

汉语 分类７ 基因工程 （遗传工程）

贸易经济 生物化学

分类３ 中国医学 分类８ 工业经济

口腔医学 经济计划与管理

数学 分类９ 中国政治

科学、科学研究 　分类１０ 药学

　　其中分类４是所有医学信息相关专业研究内容
的核心，包含计算技术、计算机技术、临床医学、

生物物理学、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仪器、仪表，

以解决医学相关问题为目的，以计算机技术为手

段，应用于医疗健康领域。

３３　研究内容主题分布

医学信息专业研究生选题内容主题建模可视化

结果，见图２；医学信息相关专业学位论文研究主

题，可归纳为７个，见表４。３个专业类别下研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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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主题分布，见表５。

图２　研究内容主题建模可视化

表４　医学信息相关学科研究生毕业论文摘要主题及关键词

主题 关键词

生物基因转录及表达类研究 （生物医学信息学方向） 基因，认知，蛋白质，转移，健康，位点，预测，生物，转录，表达

数据驱动医院业务管理及患者管理类研究 患者，医疗，模型，医院，服务，数据，因素，疾病，管理，业务，决策

临床图像处理及诊断类研究 图像增强，成像，发育，校正，扫描，算法，超声，噪声，诊断，临床

医药健康产业专利威胁预警类研究 技术，专利，模型，分析，识别，前沿，企业，威胁，预测，构建，产品

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管控及健康信息学研究 信息，舆情，运行，网络，特征，情感，时间，主题，公共卫生，突发，引导

数据驱动的药物不良反应类研究 药品，数据，知识，信息，不良反应，框架，临床，干预，指南，个体

基于影像和临床数据的肿瘤检测和治疗类研究 细胞，图像，算法，分割，检测，表达，作用，肿瘤，治疗，实验，阈值

表５　不同专业类别研究生毕业论文摘要主题及关键词

学科类别 主题 关键词

医学信息学／管理／医药健康产业专利威胁预警类研究 专利，技术，企业，前沿，识别，竞争对手，威胁，研发，预警，医学

工程／技术类 数据驱动医院业务管理及患者管理类研究 医疗，医院，服务，管理，数据，知识，临床，诊断，过程，因素，模式

用户的健康信息行为类研究 信息，健康，认知，用户，情感，特征，风险，搜寻，网络，舆情，事件

基于图像和临床数据的疾病诊断预测 算法，框架，图像，干预，报告，模型，诊断，检测，噪声，文本，降噪

疾病的应用类型 细胞，视神经，医疗，产检，脑血管病，老年人，妊娠，胎儿发育，医生

数据驱动的药物不良反应类研究 药品，不良反应，患者，数据，基因，信号，临床，筛查，差异，分析

生物医学信息学／ 微生物基因的转录相关研究 基因，表达，数据，微生物，分析，功能，转录，差异，调控，衰老，癌症

技术／处理类 基因的结构测序等研究 基因，基因组，结构，预测，序列，同源，分析，进化，染色体，特征

蛋白质和基因组的修饰等研究 蛋白质，修饰，基因，自噬，位点，数据，调控，磷酸化，代谢，翻译

研究目的 （为患者疾病进行预测和检验） 模型，转换器，患者，疾病，服务，信息，医疗，建立，预测，慢性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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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学科类别 主题 关键词

研究方法 细胞，骨钙素，表达，作用，实验，治疗，机制，检测，快速，荧光

应用场景 （探究由遗传等因素产生的疾病）芯片，儿童，家庭，川崎，遗传，环境，临床，诊断，刺激

中医药信息学类 中医病历及文本数据的术语研究 标注，中医，数据，实体，命名，训练，病历，规范，语料库

中医药医疗及健康档案的数字化 中药，免疫，功能，信息，档案，数据，数字化，标准，健康

基于临床影像及文本数据的诊断 中医，图像，中医药，挖掘，临床，数据，文本，症状，诊断

中医药处方和方剂的数据挖掘 处方，用药，治疗，数据，方剂，中药，分析，数据挖掘，规则

４　讨论

４１　我国医学信息专业学科建设基本特征

当前我国高校医学信息相关专业建设并不统

一，名称上仅中医药信息学达到一致。生物医学信

息学相关专业名称差异较大，存在医学生物信息

学、生物医学信息技术及生物医学信息处理多个表

述，医学信息学相关专业也存在同样现象。不同表

达揭示了学科侧重方向，但不利于整个学科体系的

规范管理，仍需进一步统一。

不同专业类别在选题上具有明显差异，生物医学

信息学以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肿瘤学为主要组

成，以计算机技术与生物技术为研究手段，解决细胞

及更细化层面的生物医学问题。中医药信息学利用计

算机技术处理中医领域的科学问题。医学信息学关注

信息处理方法和理论的创新及改进，以提出更高效

率和精度的数据和信息处理技术、方法及模型理论

为导向。虽然医学信息的３个专业类别均涵盖多个
学科，但在信息与知识传播等方面探究较少。

４２　医学信息专业研究生选题学科交叉特征

当前医学信息专业的研究以医药卫生、工业技

术及生物医学为核心。以解决医学相关问题为目

的，借助信息科学及计算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

科学问题是医学信息专业跨学科研究的主要模式，

因此培养单位应以医学及计算机科学为培养核心，

开设理论及方法实践课程。可根据研究生本科教育

经历，提供薄弱环节的选修课程。为非医学生提供

医学技能培训，如开设疾病与健康检测方法、诊断

和治疗干预、疾病预防等课程。为医学相关专业学

生提供信息科学及计算机科学相关课程，例如数据

库开发、编程技术、数据挖掘、信息检索、信息组

织等，提高数据收集及处理组织能力。随着数据时

代的快速发展，要不断更新课程内容。计算机科

学、数学与计算生物学、保健科学、统计与概率等

是全球医学信息主要学科组成［１０］。相比国际医学信

息学科发展，我国在数学等学科方面较为薄弱，缺

少数学及建模方面相关研究。

４３　医学信息专业研究生研究内容主题分布特点

４３１　前沿主题研究尚待加强　医学信息学前沿
主题可分为５个：基于网络的认知行为疗法、可穿
戴智能运动检测设备、移动医疗及适用于健康医疗

的智能移动端应用、基于网络的干预治疗研究和移

动医疗及数字医疗［１１
!

１３］。我国研究生所开展的研

究内容较少涉及上述选题，在探知前沿方面仍需锻

炼。国际医学信息学近１０年研究热点可分为５类：
生物医学信息学、卫生信息系统的开发与管理、卫

生信息分析方法与实际应用、人工智能在临床诊疗

中的应用、医学信息学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１４－１５］。

我国研究生对前３个热点均有探究，但对新技术，
如移动健康、远程医疗及数字疗法等方面探究较

少，应增加相关课程或讲座，培养研究生对前沿信

息的快速掌握能力。

４３２　生物医学信息学与中医药信息学研究特征
具有明显差异　生物医学信息学以基因、蛋白质和
细胞层面的科学问题为核心，利用计算机和信息技

术及方法解决问题。因此该学科应保证研究生具备

基础医学相关知识，关注组织及以下水平的研究前

沿问题，进行计算机及信息分析相关技术培训。中

医药信息学是我国特色学科，目前处于起步发展阶

段，应多关注中医结构化及非结构化数据特征的识

别，融合医学信息学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处理中医

学相关问题。除基本知识相关课程外，也应尝试开

设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课程，规范研究生科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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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培养科研思维以及处理未知问题的科研能力。

５　结语

通过对我国医学信息相关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

进行学科分布及研究内容分析，探索医学信息专业

的跨学科特征，研究结果对医学信息高层次复合型

人才培养方案的完善及更新具有指导价值。对２５８
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分析发现：首先，医学信

息专业的研究以医药卫生、工业技术及生物医学的

跨学科交叉为主；其次，与当前国际医学信息学研

究热点及研究前沿相比，新技术及应用的相关研究

较为薄弱，应增加获取前沿研究信息的渠道及训

练。最后，各专业应根据研究内容侧重，提供符合

学科特色的核心课程，并以科学研究为基础进行科

研思维、逻辑和能力的培养及训练。当前我国医学

信息相关专业在专业名称、培养目标、骨干课程和

学科隶属关系等方面存在问题，建议加强规范化管

理和标准化建设，各院校形成合力，推动医学信息

专业和学科的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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