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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规范中医药数据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应用。方法／过程 以中医药数据资源为主要研究对
象，以目录学为研究方法，参考相关行业领域数据资源分类体系、中医药相关法律法规、中医药领域业务

职能和学科分类等资料，提出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分类模型及主要内容。结果／结论 初步建立中医药数据资
源目录分类体系，为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数据库构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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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医药作为我国具有独特优势的卫生、科技、

经济、文化和生态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１］。中医药数据资源建设是我国中医

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对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不可或缺［２］。 《关于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与

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中医药健康

大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建设任务。随着计算机网络、

生物医学信息等技术快速发展，中医药数据资源数

字化已成为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医药数据资源数量庞大且复杂，只有经过有

效获取、科学加工和有序管理才能有更高的利用价

值［３］。随着我国信息化、智能化进程加快，部分行

业领域制定了基于本行业的分类与代码标准，加快

推动相关行业的信息化、规范化建设进程［４］。目录

体系是对信息资源进行规范化组织与管理的有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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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目前已在国内外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建设中广泛

应用，并取得良好效果。我国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

系采用主题分类法，将资源分为一级类２１个和二
级类１３３个［５］；健康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与分类采

用树型结构同质化归类方法，分为新型业态、基础

信息、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

障、药品管理和综合管理８个类目［６］。

本研究在充分考虑中医药数据资源特性的基础

上，对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关键技术展开研

究，构建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分类体系，以期推动

中医药数据资源管理和共享水平提升。

２　基本概念

２１　中医药数据资源

中医药数据资源是中医药相关机构在中医药服

务、中药保护与发展、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医药科

学研究、中医药传承与文化传播、中医药产业贸易

与国际合作、中医药综合管理等活动过程中产生或

使用的信息，是关于中医药活动运作过程及结果的

各种有使用价值的中医药信息集合。中医药数据资

源涉及中医药数据本身及其产生、处理、共享、交

换全过程，包括古代以纸质文献为载体的中医古籍

文献和现代以纸质媒介、电子媒介等为载体的记录

和传播中医药知识、研究中医药应用所产生的各类

资源［７］。

２２　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

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是以中医药数据资源为主

要研究对象，以目录学为研究方法，对中医药相关

数据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管理，形成的物理分散、

逻辑集中、统一管理的信息资源目录，用于更好地

为使用者提供有效的信息资源查询和共享共用服

务，促进中医药数据资源的开发、挖掘、利用。中

医药数据资源目录主要用于采集、存储、管理和使

用中医药相关数据资源，通过元数据定位和发现中

医药数据资源内容。

２３　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体系

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体系以元数据为基础，针

对数据资源的内容、表示、管理、获取和共享等方

面进行描述，明确信息资源的内容、提供方、相关

时间、共享范围及维护方式等。参考借鉴政务、健

康医疗等现有资源目录体系框架，中医药数据资源

目录体系包括数据资源分类、资源标识符编码规则、

基本元数据等内容，主要解决信息资源有哪些、在哪

里、如何获取及如何应用与管理等问题［８－９］。

翟中杰等［１０］认为医疗健康信息资源目录是按照

卫生信息资源分类等方式对信息资源、交换服务等

核心元数据实施的有序化排列。中医药数据资源目

录根据数据资源的语法、语义、应用等规则，对数

据资源进行分类、分级、分节点、分布式组织和管

理［１１］，使中医药数据的生产、采集、组织、开发、

检索和利用等全过程各环节更加快捷、有效。

３　研究目标与方法

３１　研究目标

从中医药数据资源建设实际出发，深入探讨中

医药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建设及目录分类所涉及关键

问题，并进行分类归纳，找出其中规律，建立中医

药数据资源目录分类模型和数据资源目录细目词

表，构建科学、全面、系统的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

体系，为中医药数据资源的有效处理和管理提供支

持，为国家及各省市中医药数据资源管理提供参考

依据。

３２　研究思路

通过对中医药数据资源特性、共性进行归纳总

结，掌握中医药数据资源的现状和特点，探析已有

中医药数据资源分类目录及其分类法，建立中医药

数据资源分类目录体系，规范数据资源的采集、维

护、更新，为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数据库构建提供

依据。

３３　研究方法

主要通过文献研究、调查研究、体系设计、

专家咨询等方法进行专题研究，对中医药数据资

源相关信息进行全面调研，分析中医药数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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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及相关性，并梳理其他行业数据资源分类方

法与标准，明确分类原则、方式、方法，科学合

理构造目录分类模型，广泛征集专家意见和建议，

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系统的中医药数据资源目

录体系。

４　中医药数据资源分类目录体系构建

４１　体系概念模型

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体系概念模型由标准规

范、目录、数据资源库 （数据库）３大要素构成，
包括元数据标准模型、资源标识符编码等相关标

准，资源目录、服务目录以及中医药数据资源库、

元数据库等，见图１。

图１　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体系概念模型

４２　分类原则

通过文献检索等方式对中医药相关数据资源进

行调研，遵循系统性、典型性、科学性、实用性、

综合性原则，尽可能全面考虑中医药行业数据资

源，构建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体系。

４３　分类依据

采用调查研究、体系设计、专家咨询等方法

进行专题研究，全面系统梳理当前各行业数据资

源目录编制方法，考虑中医药数据资源的特性，

确定以 《中医药法》、Ｔ／ＣＨＩＡ１７４—２０２０《健康

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体系 第 ４部分：资源分

类》［１２］、ＧＢ／Ｔ３８３２７—２０１９《健康信息学 中医药

数据集分类》［１３］等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为参考依

据，借鉴国内卫生健康行业、中医药领域的业务

职能、学科分类及相关资料，采取线、面相结合

的混合分类法，按照业务领域、机构职能、主题

规则对中医药数据资源进行整理、分类，确定类

目、亚目。类目以 《中医药法》业务管理内涵为

主线，结合中医药数据资源特点，兼顾中医药数

据资源的全面性，共分为基础信息、中医药服务、

中药保护与发展等１０个类目。亚目、细目以现有

标准、业务规范、教材、相关文献作为分类依据，

见表１。

表１　中医药数据资源分类

类目 分类依据

基础信息 根据Ｔ／ＣＨＩＡ１７４—２０２０《健康医疗大数据

资源目录体系 第 ４部分：资源分类》的

４２２类目划分设置，增加中医药古籍

中医药服务 根据 《中医药法》“第二章 中医药服务”的

业务内涵，结合 Ｔ／ＣＨＩＡ１７４—２０２０《健康

医疗大数据资源目录体系第４部分：资源分

类》进行分类

中药保护与发展 根据 《中医药法》“第三章　中药保护与发

展”业务内涵并结合数据资源归类特点进行

分类

中医药人才培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十四五”中医药人才发

展规划》（国中医药人教发 〔２０２２〕７号）结

合 “中医药教育”百度百科分类进行分类

中医药科学研究 《中医药科学研究发展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年）》

中医药传承与文

化传播

《中医药法》 “第六章 中医药传承与文化

传播”

中医药产业贸易

与国际合作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２０１５年研究项目

《中医药事业发展统计指标体系》 “中医药

产业部分”“中医药国际合作与贸易”和百

度文库查询资料进行分类和完善

中医药综合管理 根据Ｔ／ＣＨＩＡ１７４—２０２０《健康医疗大数据

资源目录体系 第４部分：资源分类》进行

分类，结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综合管理职

能进行完善

新兴业态 根据Ｔ／ＣＨＩＡ１７４—２０２０《健康医疗大数据资

源目录体系 第４部分：资源分类》进行分类，

结合中医药数据资源特点进行分类和完善

少数民族医药 ＧＢ／Ｔ３８３２７—２０１９《健康信息学 中医药数

据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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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中医药数据资源分类

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分类包括３级，分别为类

目、亚目和细目，见图２。

图２　中医药数据资源分类模型

４５　资源标识符编码

中医药数据资源标识符由５位字母或数字的前
段码和不定长的后段码组成，二者之间用 “／”隔
开，见图３。前段码、后段码构成全世界范围内唯
一且完整的中医药数据资源标识符。前段码用来标

明为数据资源分配后段码的实体，前２位统一管理
和分配，用于区别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

行政区，后３位由字母和数字组成。后段码用来对
同一实体内部所管理或拥有的信息资源进行唯一标

识，由类目、亚目和细目３个层次组成，每个层次
对应一个节点，分别对类目、亚目、细目、机构码

和信息资源进行编码，见图４。编码示例：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 －中医药综合管理类 －行政管理 －业务
管理信息，其标识符编码标识为：０１Ｚ００／０８０３
０００１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６８０Ｈ０００１。

图３　中医药数据资源标识符编码结构

图４　中医药数据资源标识符后段码编码结构

４６　基本元数据

建立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元数据标准模型，对

中医药数据资源进行有效描述，用于中医药数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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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目录编目、内容描述和数据交换等活动。具体

包括资源标识符、名称、关键字、摘要、资源格

式、日期、空间范围、资源使用限制、安全限制分

级、资源共享、在线资源链接地址、是否向社会开

放、资源使用收费标识等元数据元素和资源提供

方、资源分类等元数据实体。

５　结语

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体系是中医药信息资源共

享共建的重要基础之一，是稳步推动中医药大数据

开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聚合中医药数据资源的

基本手段。由于中医药数据资源数量庞大又极具复

杂性，具有独特特征，基于中医药业务内涵、管理

属性和数据资源特点，建立相对独立的目录体系十

分必要。构建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体系，将为中医

药数据资源的有效处理和管理提供支持，并以此为

突破口探索跨地域跨部门中医药数据资源共建、共

享机制和信息服务机制，对中医药数据资源进行体

系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借鉴目录体系的设计理念与建设技术，

借鉴政务、健康医疗大数据和其他行业的资源目录

体系构建方法，从中医药数据资源管理需求出发，

分析中医药数据资源发展现状，定义了中医药数据

资源基本概念，选择混合分类法作为资源分类方

法，对中医药数据资源进行分类编码，初步建立了

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分类体系，确定元数据模型和

资源标识规则，将为中医药数据资源目录数据库构

建提供参考。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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