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临床数据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构建
研究 

白文斌　肖　勇　田双桂　沈绍武

（湖北中医药大学　武汉 ４３００６５）

〔摘要〕　目的／意义 指导中医临床数据资源管理与服务技术平台建设，为释放中医临床诊疗数据活力提供
参考。方法／过程 分析中医临床数据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建设需求，从总体架构、业务功能、数据安全等方
面提出实现路径。结果／结论 中医临床数据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应用价值体现在中医临床多源异构数据集
成、中医临床研究模式创新、中医药标准化建设、中医医院智慧化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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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

要载体，以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

为重要推动力的数字经济，推动着生产、生活和治

理方式的深刻变革［１］。大数据时代［２］，云计算、大

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入应用于中

医药各领域，８２２３％的中医医院已建立中医电子
病历系统［３］，生产积累着海量复杂的中医临床诊疗

数据，这些来源于中医临床诊疗过程的全量数据是

传承创新中医药事业的重要资源。本文应用现代信

息技术搭建中医临床数据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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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中医临床诊疗数据的采集标注、清洗脱敏、集成

存储、交换共享、分析挖掘等，探索发现真实世界

中医临床诊疗数据中的 “事实与规律”，为中医药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提供高质量的数据供给，释放

中医临床诊疗数据活力。

２　中医临床数据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建设需求

２１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需求

２０２１年１月发布的 《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

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出要全方位提高中医医疗

和中医药科研水平，加快推动解决中医药发展实践

面临的突出问题［４］。传承创新中医药是打造中医药

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中国特色卫生健康模

式的必然要求［５］。数据利用有助于产品、流程和组

织的改善和创新，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５％ ～

１０％［６］，基于中医医院开展中医临床数据资源库建

设，打破传统中医临床研究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

赖，以数据为驱动，规范整合中医医院临床数据资

源，开展中医临床数据汇集、处理、转换、分析与

挖掘，以数据开发利用为抓手，探索发现中医临床

诊疗数据中的 “事实与规律”，更好地发挥中医药

原创优势。

２２　智慧中医医院建设需求

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生产要素。中

医临床数据是中医医院智慧化建设的核心，在采集

存储方面存在数据格式混乱、数据不完整、不一

致、非结构化、存储分散等问题，在集成处理方面

存在数据异构、质量参差不齐、数据融合难、有效

分析工具缺乏、挖掘深度不足等难题，制约着在科

研、管理和服务中的应用，需要建立中医临床数据

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聚焦抽取标注、清洗脱敏、

集成存储、分析挖掘等关键环节，梳理数据标准制

定与应用，研究数据抽取、数据清洗、数据结构

化、数据转换、数据脱敏、数据汇交、数据关联、

数据可视化、知识图谱、数据检索等关键技术和方

法，构建多维度、全方位、多元化的中医临床数据

处理技术方法库，以及中医临床数据挖掘模型，为

构建智慧医疗、智慧服务、智慧管理一体化的智慧

中医医院提供数据与方法支撑。

２３　中医药标准化与信息化双向融合需求

中医临床数据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的构建是中

医药标准化与信息化双向融合的创新实践。一方面

需梳理中医临床科研一体化所需的数据标准，将其

融入平台，强化数据标准在平台中的引领和基础支

撑，提供标准关联、查询、下载、分发等功能，提

升数据共享性和系统耦合度；另一方面通过平台实

施，将数字技术融入中医药标准的制定、应用与管

理中，建设一套涵盖术语、数据元、数据集、分类

代码、主数据等的数据标准服务系统，构建中医临

床数据抽取清洗、集成存储、交换共享、分析挖掘

的标准体系。

３　中医临床数据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建设

３１　总体架构

平台总体架构主要包括数据采集层、数据处理

层、数据存储层、分析挖掘层、业务应用层，见图

１。数据采集层主要完成中医电子病历、中医病案

首页、纸质病历等数据源中的患者基本信息、中医

诊断信息、干预信息、疗效评价信息等数据采集与

抽取，研究与应用多源异构数据汇交技术，完成中

医临床诊疗研究所需的各类数据采集与集成；数据

处理层基于中医临床数据标准库，采用自然语言处

理、数据归一、属性编码等技术将采集抽取的中医

临床数据转化为可分析数据，形成可用于分析挖掘

的中医临床病例数据 （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ｍ，ＣＲＦ）库、

中医临床科研数据资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ａｔ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ＤＲ）库等；数据存储层集成 Ｈｉｖｅ、Ｈｂａｓｅ、Ｍｏｎ

ｇｏＤＢ、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ＭｙＳＱＬ等技术，主要解决中医

临床数据采集抽取、转换编码、装载归集形成的不

同类型数据集中存储问题；分析挖掘层基于存储的

ＣＲＦ库与 ＲＤＲ库，集成关联分析、聚类分析、特

征分析、预测分析、神经网络、复杂网络等挖掘算

法和预测模型，从不同维度、不同主题分析处理；

业务应用层负责面向不同用户可视化展示，构建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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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中医临床诊断、干预与评价模型，绘制中医临 床知识图谱。

图１　中医临床数据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总体架构

３２　应用功能分析

３２１　数据标准管理与服务　中医临床数据标准

是中医临床数据结构化、数据集成、转换编码与数

据关联的基础支撑，主要包括中医名词术语、中医

临床诊疗术语、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临床中药编

码、方剂编码及中医药信息数据元、中医电子病历

基本数据集等标准。数据标准管理与服务模块主要

包括数据元管理、分类代码管理、标准文本管理、

标准关联、标准服务等子模块，可提供体现中医药

特色的数据项名称、定义、表示格式、分类、允许

值的管理功能，以及关联、查询、下载、分发等服

务功能，为中医临床数据集成、数据规范化、数据

编码化、数据知识化提供标准规范支撑。

３２２　数据抽取集成　数据抽取集成是中医临床

数据资源库构建的基础和前提。中医临床数据内容

主要涵盖患者基本信息、诊断信息、干预信息、疗

效评价信息等，涉及医生工作站、护士工作站、中

医电子病历系统、临床实验室系统、检查信息系

统、医学影像系统、中医病案首页等多个业务系统

或纸质病历等，具有多样性、多源性、异构性、真

实性、复杂性等特性［７］。平台提供数据采集抽取范

围确定、数据字段规范、接口对接、ＸＭＬ解析、数

据导入等功能，汇交融合多源异构的中医临床数

据，形成中医临床原始数据库。若仅汇交单体医院

的中医临床数据，可基于医院集成平台、临床数据

中心采用直接自动抽取或通过 ＸＭＬ转换器和抽取

工具转换成 ＸＭＬ文件，汇集到相应存储资源池。

若汇交多家医院的中医临床数据，可通过 ＸＭＬ文

件、数据导入等功能和同步工具进行数据集成。同

时支持前瞻性研究数据的集成，可建立实时数据采

集接口或通过消息订阅方式动态采集数据。

３２３　病例数据库生成　平台提供 ＣＲＦ库结构

（包括病例基本信息表、诊断信息表、干预信息表、

疗效信息表等）设计、中医症状分词模型管理、质

控规则管理、数据质量校验以及症状信息、中医病

证、检查检验、中药处方、非药物疗法等数据处理

与标引，采用人机结合模式对中医临床数据原始数

据库的症状、病名证候、病因病机、辨证论治、方

剂、中药、针灸推拿疗法等原始数据进行规范化、

标准化与结构化处理，如对症状信息进行词性标

注、分词、句子边界识别、句法分析、语义识别、

指标识别等结构化处理，对中药药名进行规范化处

理，将原始数据库转换成适于数据挖掘的ＣＲＦ库。

３２４　数据资源库生成　平台提供专题模板管

理、数据标准应用、编码规则管理、编码流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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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ＣＲＦ选取、编码赋值、数据质量校验、属性重

构等功能，基于数据标准将 ＣＲＦ库数据赋予编码，

形成具有多重属性的中医临床 ＲＤＲ库，将中医临

床数据分析挖掘拓展到属性层，增加数据维度、信

息量，以一种全新思维方式开展数据分析、探索中

医临床客观规律。

３２５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　中医临床数据要素价

值主要体现在数据可视化环节。平台集成报表开发

工具、算法模型、多维分析工具等数据分析所需的

通用工具包，中医临床术语处理、证候决策、方药

决策等特殊工具，以及包括知识模型、自动推理、

知识关联、知识识别、知识表达等关键技术，提供

文本可视化、网络可视化、时空数据可视化、多维

数据可视化等可视化方法和数据资源授权导出功

能，导出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ＳＡＳ、ＭＡＴＬＡＢ、Ｒ、Ｐｙｔｈｏｎ

等统计分析软件兼容的文件格式，由中医临床医

生、科研人员等在统一的环境下分析和挖掘中医临

床潜在的隐性知识，帮助其直观找到数据资源间的

关联性，绘制中医临床知识图谱。

３３　数据安全防护体系

数据安全防护是中医临床大数据知识工程技术

平台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全面贯彻 《数据安全

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落实医疗

健康数据安全责任制度，实施中医临床诊疗数据的

采集、标注、存储、传输、管理、应用等全生命周

期安全管理，制定数据使用管理规定，建立数据提

取、导入和导出的申请审批流程，严格管理患者信

息、临床数据等，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在数据采集

抽取集成时，采用去隐私、脱敏、匿名化、水印等

方法对患者姓名、地址、电话等敏感信息进行转换

处理，主动规避数据安全风险；存储与业务应用耦

合度低的数据时，采用数据安全加密措施；分析与

业务应用耦合度较高的数据时，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和权限管控，逐级授权开放；数据备份可采用双机

热备、分布式存储副本或纠删码方式、数据备份一

体机等方式。同时，通过漏洞扫描、渗透测试、安

全审计等技术摸排和评估安全风险，采用访问控

制、数据库审计、行为审计等安全措施，解决数据

使用场景的安全问题，定期开展实战演练，提升网

络安全防护能力。

４　中医临床数据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价值体现

４１　探索多源异构的中医临床数据集成

中医临床数据涉及患者入院记录、病程记录、

会诊记录、医嘱信息、护理记录、手术记录、出院

记录、病案首页等来源多样、结构不一、类型不同

的信息［８］，实体数据汇集、交换、共享不畅，阻碍

中医临床研究与发展。通过该平台构建，探索多源

异构的中医临床数据抽取汇交策略、整合方案和质

控机制，完成不同数据的采集、抽取、汇集、存储

与关联，实现跨医院中医临床数据的交互共享，满

足中医临床数据资源库构建及其管理服务的需要。

４２　创新中医临床研究模式

相比传统的人工逐份查找病历或信息工程师协

助查询获取整合中医临床诊疗数据，平台以真实世

界数据为驱动，以中医临床数据标准为基础，通过

语义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数据归一、数据编码、

关联分析、特征分析、神经网络等技术实现中医临

床数据的抽取规范、整合集成与分析挖掘。数据工

程师利用平台可进行中医临床数据汇集与知识编

码，规范处理数据形成 ＣＲＦ库和 ＲＤＲ库；临床与

科研人员利用平台可掌握研究数据指标与质量，自

由选择研究指标或变量，激发科研灵感，使用提供

的中医临床数据分析挖掘工具，构建精准化中医临

床诊断、干预与评价模型，推进真实世界中医临床

研究模式应用［９］。

４３　推进中医药标准化建设

标准制定的目的在于应用。平台不仅管理中医临

床数据标准，还将数据标准的应用融入信息系统研

发、数据清洗、数据编码和分析挖掘，规范中医临床

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建立中医临床数据结构化、

业务流程规范和数据关联最佳秩序，是中医临床数据

标准组织实施与推广应用的具体体现。在中医临床医

生、科研人员、数据工程师、计算机工程师建设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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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发现中医临床数据标准客观存在的问题，为改

进和修订标准技术内容提供第一手资料。

４４　促进中医医院智慧化建设

数据是智慧中医医院建设的核心，其质量是

灵魂。通过中医临床数据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的

构建与运行，梳理清楚中医临床数据资产状况，

探索构建数据质量控制管理体系，为中医医院数

据治理提供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库和技术平台，

为数据资产管理、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数据共享

与应用服务提供借鉴和经验，用数据促进中医医

院智慧化建设。

５　结语

数据赋能中医药已成为中医药人共识，中医

临床医生、科研人员、数据工程师、ＩＴ人员、数
据分析师等应主动拥抱数字技术，共同应用中医

临床数据资源管理与服务平台汇集中医临床诊疗

数据，构建 ＣＲＦ库、ＲＤＲ库等数据资源库，不断
培育和挖掘面向中医临床诊疗服务、科学研究等场

景的数据应用产品，创造数据价值，提供数据增值

服务，构建适于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数字技术平

台和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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