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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了解孕产妇信息需求内容及信息支持现状，为构建孕产妇信息需求评估工具及完善信
息支持体系提供依据。方法／过程 检索国内外数据库，从信息需求内容、影响因素、评估工具及信息支持现
状等方面进行综述。结果／结论 孕产妇信息需求内容丰富，但现有信息支持内容局限、形式单一，亟待构建
科学有效的信息需求评估工具，以及多元化的信息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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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健康信息需求是个体健康促进行为的起点［１］，

妊娠、分娩及育儿是孕产妇面临的重大生活事件，

为应对过程中的身心变化、提高自护能力，孕产妇

需要丰富的信息保障孕期健康、安全分娩及科学育

儿。调查显示，孕产妇信息需求率高达９０％，且内

容多样，个性化程度高［２］。信息支持是解决个体信

息需求的有效途径［３］，但许多孕产妇认为已有信息

支持无法满足需求，亟待构建更全面的支持体

系［４］。了解孕产妇信息需求内容是为其提供支持的

前提条件，过程中需要信息需求评估工具，而对信

息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有利于识别高需求孕产妇。

因此，本文从孕产妇信息需求内容、影响因素、评

估工具及信息支持现状等方面进行综述，通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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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信息支持现状，旨在为识别高需求孕产妇、

构建全面科学的孕产妇信息需求评估工具、优化孕

产妇信息支持体系提供依据。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文献检索与筛选

以 “孕妇、产妇、孕产妇、信息需求、信息

支持、健康信息”为中文检索词；以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为英文检索词，检索中国知网、

万方数据、维普网、ＰｕｂＭｅｄ、ＥＢＳＣＯ、Ｗｅｂ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中英文数据库中关于孕产妇信息需求及信

息支持的文献。以中国知网为例，中文数据库检

索式为主题： （“孕妇”ＯＲ“产妇”ＯＲ“孕产

妇”）ａｎｄ（“信息需求”ＯＲ “信息支持”ＯＲ

“健康信息”）。以 ＰｕｂＭｅｄ为例，英文数据库检索

式为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Ｔｉｔ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Ｒ“ｐｒｅｇｎａｎ

ｃｙ” ［Ｔｉｔ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ｅｄ”

［Ｔｉｔ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ｉｔｌ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ｉｔｌｅ／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检索时限为数据库建库至 ２０２２年 ８月

３１日。

２２　检索结果与分析

基于上述检索，去除无关文献，获得中国知网

２１篇、万方数据２２篇、维普网２２篇、ＰｕｂＭｅｄ２６

篇、ＥＢＳＣＯ１５篇、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６篇。去除重复

后获得５４篇文献，中文２８篇、英文２６篇，内容集

中在信息需求内容、影响因素、信息支持现状等主

题，部分文献涵盖多个主题，见表１。

表１　文献主题分布

文献数量 （篇） 主题 子主题

１９ 信息需求内容 孕期信息、分娩信息、产后

保健信息、辅助生殖信息

１６ 信息需求影响因素 人口学特征、健康素养水平

２１ 信息支持现状 内容与形式、来源与途径

３　孕产妇信息需求内容

３１　孕期信息需求

３１１　孕期健康保健信息　安全度过妊娠期是孕

妇迎接新生命的起点。沐婷玉等［５］研究显示，孕产

妇需要饮食、运动相关信息。ＢｅｙｅｎｅＭＭ等［６］调查

孕妇产前锻炼情况，虽然５２％的孕妇认同运动可缓

解妊娠不适，但仍有３２９％的孕妇因信息缺乏未锻

炼。健康信息获取是个体健康行为改善的前提条

件，医务工作者应结合孕产妇已有的饮食、运动习

惯，为其提供充分且适当的健康营养、运动教育，

以纠正个体行为，减少妊娠合并症的发生。

３１２　胎儿健康保健信息　调查［７］显示，围生期

孕妇对胎儿监测相关健康信息需求较强烈，孕妇希

望获取产前检查、如何自数胎动等信息以满足胎儿

健康情况自我监测的需求。出于对新生命的渴望，

既往不良孕产史再次妊娠孕妇对胎儿健康监测相关

信息需求更强烈，对产检结果解读、妊娠风险评估

知识的需求极为迫切［８］。向孕妇提供优生优育宣

教、遗传病筛查、胎儿健康监测等信息，能够帮助

孕妇及时发现胎儿异常，改善分娩结局。医务人员

应给予既往不良孕产史再次妊娠的孕妇群体持续性

关注，以缓解其焦虑情绪，助其顺利度过妊娠期。

３２　分娩信息需求

分娩临近阶段，孕妇对分娩相关信息需求强

烈，内容因分娩方式不同有所不同。吴波等［９］调查

显示，５１４％的剖宫产产妇有中等以上的信息需

求，包括麻醉方式、手术过程等。ＧｌｕｃｋＯ等［１０］研

究显示，自然分娩产妇需要的信息包括临产迹象识

别、分娩过程、疼痛管理等。为在产前尽可能掌握

分娩相关信息，孕产妇希望由医疗机构分阶段提供

分娩教育课程，以减少分娩过程中因未知导致的恐

惧心理，为顺利分娩提供稳定的情绪支持［１１］。医疗

机构可开展周期式的孕妇学校教学，通过分娩情景

模拟体验，帮助孕产妇初步认识分娩过程，促进分

娩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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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产后信息需求

３３１　新生儿喂养照护信息　研究［１２］显示，新手

妈妈渴望获得新生儿喂养、排泄、睡眠及疾病照护相

关信息，如新生儿黄疸、肠绞痛等。近年来，产妇对

优生优育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对新生儿心理行为建

设、早期教育等知识有新要求［１３］。医务工作者应以

实际信息需求为导向，将育儿信息与孕产妇健康保

健信息有机整合，满足新生儿照护的信息需求。

３３２　产后健康保健信息　分娩结束标志着产后

保健阶段开始，产妇需要的产后保健信息包括产后

营养支持、产后身体功能恢复及情绪管理等［１４］。调

查［１５］显示，产妇因可能存在的腹直肌分离、盆底肌

松弛等问题而焦虑，医务工作者可通过提供康复治

疗、盆底功能锻炼等信息，帮助产妇改善身心状

态。产后阶段是女性优化自身健康状况的合适窗口

期，医务工作者应紧抓这一时机，通过产后访视等

措施，及时纠正产妇不恰当的行为，为产妇全生命

周期健康保驾护航。

３４　辅助生殖相关信息需求

采用辅助生殖技术的孕产妇在妊娠、分娩过程

中，因其特殊的身心状况，对健康信息有不同需

求。调查［１６］显示，胚胎移植术后患者焦虑程度较

高，会频繁通过早孕试纸确认是否妊娠，对相关试

验结果的解读有强烈的信息需求。由于辅助生殖技

术助孕患者生理的特殊性，往往需要黄体类药物帮

助受精卵着床与胚胎生长［１７］，但部分患者因不了解

相关信息自行停药，造成流产等不良结局。因此，

产科医务人员应与生殖医生紧密联系，为该人群提

供专业、科学的专科信息支持，为其妊娠、分娩的

顺利进行提供坚实保障。

４　孕产妇信息需求影响因素

４１　健康素养水平

健康素养是个体获取、理解和处理健康信息，

并运用健康信息作出正确判断和决定，从而促进自

身健康的能力［１８］。研究［１９］显示，孕产妇的健康素

养水平与其健康信息需求水平、妊娠分娩结局紧密

联系。健康素养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产妇获取信息

的主观能动性，影响孕产妇获取健康信息的行为，

健康素养水平较高的孕产妇更了解自身健康情况，

更可能寻求薄弱内容的信息支持［２０］。因此，研究者

应充分评估孕产妇健康素养水平，通过提高孕产妇

健康素养水平促进其健康行为的改善。

４２　社会人口学特征

孕产妇的信息需求水平与其居住地区、文化程

度等因素密切相关。调查［２１］表明，农村地区孕产妇

的信息需求仅为城市居民的九分之一，可能与农村

地区孕产妇获得健康保健服务的便利程度较低、保

健需求多局限于基本的生理需求有关。ＢａｌａｓｏｉｕＡＭ
等［２２］研究显示，８０％受过高等教育的孕妇希望能够
参加系统的产前教育课程，而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

的孕妇中此占比仅为５０％，可能与低学历孕产妇对
自身信息需求程度认知较差，不了解自身需要哪些

信息或不重视自身信息需求有关。研究［２３］显示，孕

产妇信息需求水平亦与其家庭经济水平相关，原因

可能在于经济水平高的孕产妇更有能力了解多样的

信息。因此，应结合孕产妇人口学特征，有针对性

地提供个性化信息支持。

４３　生育史及此次妊娠情况

孕产妇信息需求也与其生育史、此次妊娠情况

密切相关。安晶晶等［２４］调查显示，高危妊娠孕妇中

信息需求程度高的占８１％，而普通孕妇此占比仅为
６６％。与经产妇相比，初产妇信息需求程度更
高［２２］。徐建芬等［８］研究显示，既往不良孕产史再次

妊娠的孕产妇更渴望获得全阶段、全方位的信息支

持。经产妇已有妊娠、分娩经验，其信息需求度较

低；而高危妊娠及不良孕产史再次妊娠孕产妇，更

担忧自身及胎儿健康情况，信息需求度更高。因此

应重点关注此类人群，尽可能满足其信息需求。

５　孕产妇信息需求评估工具

５１　孕妇健康信息需求量表

孕妇健康信息需求量表由ＬｉｕＹＱ等［２５］在马斯

·２６·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１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２



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导下编制而成，分为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尊重需求、爱与归属需求、自我实现需

求、胎儿／婴儿的生理和安全需求 ６个维度，得分

越高，需求越大。洪梅等［２６］使用该量表调查１９５例

孕产妇的健康需求现状，结果显示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４，具有良好的信度。但该量表
的人群普适性仍需进一步验证。

５２　特异性评估工具

吴晓兵等［２７］在对北京市东城区９７６例孕产妇健

康信息需求调查中，以自行编制的孕产妇健康信息

需求量表进行评估。该量表将孕产妇信息需求与信

息获取现状相结合，包括孕产妇健康信息需求状

况、获取较困难的信息及偏好的健康信息获取途径

３个维度，但量表应答项仅以是／否或开放的形式呈

现，未形成客观的评分体系。程晓芸等［７］构建的孕

产妇母婴保健信息需求问卷在统计描述中采用目标

群体指数，能更准确分析不同人口学特征孕产妇的

信息需求，但该问卷的条目以模块分类的方式呈

现，未进一步细分信息需求内容。

目前孕产妇健康信息需求评估量表多以研究者

自行研制的特异性评估工具为主，符合中国文化背

景、信效度良好，但普适性存在一定局限，亟须构

建人群普适性强的孕产妇信息需求评估量表。

６　孕产妇信息支持现状

６１　信息支持内容局限、形式单调

近年来，孕产妇信息需求内容日益丰富，但信

息支持仍较局限。研究［２８］显示，目前信息支持内容

多局限于孕期保健、分娩过程、新生儿喂养与照护

等方面，较少提及孕期性生活、产后避孕等内容。

随着中国生育政策的调整，育龄女性中职场女性占

比大，对重返职场后如何继续母乳喂养等信息的需

求有所增加［２９］。因此，应重视孕产妇新兴信息需

求，拓宽信息支持内容范畴，以满足孕产妇的需

要。近年来尽管医疗机构已有孕妇学校、护理门诊

等，但健康教育形式仍以理论授课与书面材料发放

为主。孕产妇渴望通过视频传授、实操练习等多样

化的支持形式获取健康信息，因此应通过融媒体等

平台，为孕产妇提供多种形式的信息支持，满足其

信息需求。

６２　信息支持来源多样，但质量参差不齐

科学可靠的信息对孕产妇孕育认知改善至关重

要，但研究［３０］显示，孕产妇获取的信息仍多来源于

非专业人士，增加了获取错误信息的风险。受问诊

时间限制，尽管孕产妇能够从产检医生处获取部分

信息，但个性化程度不高。近年来，网络已成为孕

产妇信息支持的主要途径，互联网健康信息数量庞

大但质量参差不齐，科学性有待考证［３１］。在 “数

字赋能”背景下，应充分利用现有医疗资源，探索

孕产妇信息支持新渠道，促进支持体系转型升级。

７　启示与建议

７１　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信息支持

孕产妇围生期及产后保健阶段需要大量健康信

息的支持，既往的信息支持途径便捷度欠佳，材料

公式化、可读性低。近年来，互联网医疗服务兴

起，医务人员可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孕产妇开拓方

便快捷的信息支持新途径。

“互联网 ＋”移动医疗的兴起为孕产妇提供了
足不出户、方便快捷的信息支持途径，但此类平台

多存在等待时间长、回复内容不全面等问题。未来

可通过将在线问诊与平台使用者自行阅读健康教育

文章相结合等方式，提高信息获取效率。

７２　重视新兴信息需求，构建多方参与的支持体系

近年来，孕产妇对自身心理健康的关注明显提

升，但由于产科医务人员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度欠

缺，心理健康信息支持仍有缺位。可着眼于心理健

康等新兴需求，将以 “治疗”为导向的信息支持转

变为以 “保健”为导向，通过构建互动交流信息平

台，将医务工作者、孕产妇配偶及同伴组织整合，

为全方位、多维度支持体系的建立提供可能。

７３　保障孕产妇信息安全

信息获取过程中，孕产妇个人信息安全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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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有关部门应加快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为信息安全提供法律保障；医务工作者应及时纠正

孕产妇获取的虚假信息，避免对孕产妇健康行为造

成不良影响；孕产妇自身也应强化信息防护意识，

提高网络真假信息的辨别能力，注意个人信息保

护，避免泄露。

８　结语

孕产妇信息需求在围生期各阶段有所差异，生育

政策调整后，孕产妇健康信息需求迎来新高峰：内容

多样、个性化程度高，已有信息支持难以满足孕产妇

信息需求。未来，应以孕产妇实际需求为导向，抓住

信息支持的痛点盲点，优化支持内容与方式，共同推

进孕产妇信息支持体系的改善升级。

参考文献

１　周国韬，龚栩，邓胜利基于主题分析的用户养生健康

信息需求演化趋势研究 ［Ｊ］．情报科学，２０２２，４０

（４）：１０．

２　ＨＯＵＫ，ＨＯＵＴ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ｅｄ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ＥＢ／

ＯＬ］．［２０２２－１２－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ｏｒｇ／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１０３３８９／ｆｐｈｙｓ２０２２１０３８０４８／ｆｕｌｌ．

３　贺菊芳，张彩云肿瘤病人信息需求及信息支持的相关因

素研究进展 ［Ｊ］．护理研究，２０１７，３１（２２）：２６９８－２７０１．

４　仁青卓玛，王世奇，侯小妮，等在线母婴论坛中不同

时期孕产妇健康信息需求的分析 ［Ｊ］．中华现代护理杂

志，２０２２，２８（１６）：２１２１－２１２５．

５　沐婷玉，李玉红，吴丹，等不同阶段孕产妇健康教育

需求的质性研究 ［Ｊ］．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１８，３５

（１４）：１５－１８．

６　ＢＥＹＥＮＥＭＭ，ＳＨＩＭＢＲＥＭＳ，ＵＫＫＥＧＧ，ｅ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ｔｅｎａｔａｌ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ｎＡｒｂａＭｉｎｃｈｔｏｗ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２２，１７（２）：ｅ２６０８４０．

７　程晓芸，张志力，裴素云，等基于目标群体指数和对

应分析的孕产妇母婴保健信息需要研究 ［Ｊ］．中国全科

医学，２０２０，２３（１０）：１３０５－１３１０．

８　徐建芬，周小霞，吴秀芳健康教育联合心理干预对不

良孕产史再次妊娠孕妇的影响 ［Ｊ］．齐鲁护理杂志，

２０１９，２５（１０）：８４－８７．

９　吴波，刘静，赵体玉二胎剖宫产产妇术前焦虑与信息

需求状况及人口学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Ｊ］．解放军护

理杂志，２０１８，３５（１５）：２５－２９．

１０　ＧＬＵＣＫＯ，ＰＩＮＣＨＡＳＣＯＨＥＮＴ，ＨＩＡＥＶＺ，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ｍ

ｐａｃ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ｕｔｃｏｍｅ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２０２０，１４８（３）：３００－３０４．

１１　ＶＡＮＤＥＲＬＡＡＮＪ，ＳＡＤＬＥＲＣ，ＫＪＥＲＵＬＦＦＫ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ｎｕｒｓｉｎｇ，

２０２１，３５（３）：２２８－２３６．

１２　戴亚端，张小玲，汪小灵，等基于 ＩＭＢ模型的初产妇

及配偶双主体母乳喂养健康教育 ［Ｊ］．护理学杂志，

２０２１，３６（１７）：８２－８５．

１３　傅红珠，邱淑芬，余莉梅衢州市孕产妇获取新生儿保

健信息行为偏好的调查研究 ［Ｊ］．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２０２２，２８（４）：５４１－５４３．

１４　ＮＡＺＡＲＩＳ，ＨＡＪＩＡＮＳ，ＡＢＢＡＳＩＺ，ｅｔａｌ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ｃａｒ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ｅｄｓ：ａｍｉｘｅｄｓｔｕｄｙ

［ＥＢ／ＯＬ］．［２０２２－１２－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

ｎｉｈｇｏｖ／ｐｍｃ／ｉｓｓｕｅｓ／３７６６９２／．

１５　ＹＯＵＮＴＳＭ，ＦＡＹＲＡ，ＫＩＳＳＬＥＲＫＪＰｒｅｎａｔａｌａｎｄｐｏｓｔ

ｐａｒｔｕｍ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ｋｅｇｅｌｓ：

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ｕｌｔｉｓｉｔｅ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２１，３０（６）：８９１－９０１．

１６　杨孟叶，张艳，钮芳芳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患者健康信

息需求及干预的研究进展 ［Ｊ］．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２１，

５６（１）：１４３－１４８．

１７　ＭＥＬＯＰ，ＣＨＵＮＧＹ，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Ｏ，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ｌｕｔｅａｌ

ｐｈａｓｅ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ｉｎｗｏｍｅｎ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ｆｒｏｚｅｎｅｍｂｒｙ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ｎ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２０２１，１１６（６）：

１５３４－１５５６．

１８　许丽娜，李海生，韩萍，等北京市海淀区产妇健康素

养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中国妇幼健康研究，

２０２０，３１（７）：８９５－９０１．

１９　ＧＵＬＥＲＤＳ，ＳＡＨＩＮＳ，ＯＺＤＥＭＩＲＫ，ｅ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ｌｉｔｅｒａ

ｃｙ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ａｎｔｅｎａｔａｌｃａｒｅａｍｏ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

［Ｊ］．Ｈｅａｌｔｈ＆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ｒ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２０２１，２９

（６）：１８１５－１８２３．

（下转第８２页）
·４６·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１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２



药材基源数据、产地信息数据库、加工信息数据、

质量信息数据、基因数据、化合物数据、药材评价

数据。中医药标准化专题库，汇聚国内外中医药标

准数据５００余条。
目前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 （ｈｔｔｐｓ：／／ｓｅｒｖｉｃｅ

ｇｄｃｍｓｄａｔａｃｎ／ｍａｌｌ／ｈｏｍｅ），成为中医药领域权威、
公开、可持续运营的科学数据服务平台，数据链接

有效性超过９９％。平台自上线试运行以来，注册用
户超过１０００名，汇交数据用户超过５０名，涉及区
域内多家中医药科研、医疗机构。

５　结语

数字化时代，科学数据纳入信息化科研环境的

基础设施范畴已成共识。中医药科学数据成为中医

药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

源。中医药科学数据汇交服务平台后续将进一步完

善运行管理机制，不断完善数据服务功能，联合学

术搜索引擎［５］，探索线上线下联动科学数据交易，

建立为科研服务的数据管理价值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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