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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问题与困难# 结果0结论 针对我国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存在的问题! 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 开

展标准数字化技术与方法研究" 构建标准数字化服务平台" 加快标准数字化人才培养等发展路径和对策建议#

"关键词# "中医药& 信息标准& 数字化& 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 1*&(2"" "文献标识码# 3"" "!"## !&4$/'/05467784!')$ *'&$'4#&#(4&%4&&)

!,7,5)?:,*%>3%+3*'$%/3%,A( )24/3'1%1)*35-+1*,.,6,'101*,#*2)/:3%1)*$%3*'3/'.!1A1%1I3%1)*

"

&W#X.)+,

-!3

! VW!5'1'

-

! 4"O$45()=2

-!3

! A"#$%_('

-!3

! VW")+,G'+

6

-

A)88<,<)9W+9)@I(*')+ O+,'+<<@'+,! "2G<'>+'?<@;'*1)9A5'+<;<R<H'7'+<! 025(+ C6DDEJ! A5'+(&

3

"2G<'45'P5<+ V(G)@(*)@1! 025(+

C6DDEJ! A5'+(&

6

#99'8'(*<H ");T'*(8)945((+S'>+'?<@;'*1)9L@(H'*')+(8A5'+<;<R<H'7'+<! &'(+1(+, N-3DDD! A5'+(

(;<.%/30%) =>&/?).,@$1A*12103*0,9:7<>DG<@AH?<@ ?8D CA?7>=A7:E7<?8D?=D7D6I6<6R?<6:8 ?8D <:H=:F6DA=AEA=A8;A7E:=H=:C:<68I<@A

D6I6<?B6R?<6:8 :E<=?D6<6:8?Ba@68A7ACAD6;68A#9aP$ 7<?8D?=D746,%+)'@>/)0,..9@A;:88:<?<6:8 ?8D @6A=?=;@6;?BD6F676:8 :E7<?8D?=D7

D6I6<6R?<6:8 ?=A7:=<AD :><! <@A;>==A8<76<>?<6:8 :E<@AE:=C>B?<6:8 ?8D =AF676:8 :E9aP68E:=C?<6:8 7<?8D?=D7?8D <@A;:87<=>;<6:8 :ED6I6<6R?̂

<6:8 ?=A?8?BGRAD! ?8D H=:KBAC7?8D D6EE6;>B<6A7:E<@AD6I6<?B6R?<6:8 :E9aP68E:=C?<6:8 7<?8D?=D7?=A7>CC?=6RAD4B,.&5%@-)*05&.1)*O8

F6AJ:E<@AH=:KBAC7AS67<68I68 <@AD6I6<6R?<6:8 :E9aP68E:=C?<6:8 7<?8D?=D768 a@68?! <@ADAFAB:HCA8<H?<@7?8D ;:>8<A=CA?7>=A7?=AH><

E:=J?=D! 7>;@ ?77<=A8I<@A868I<:H *BAFABDA76I8 ?8D :FA=?BBHB?8868I! ;?==G68I:><=A7A?=;@ :8 7<?8D?=D7D6I6<6R?<6:8 <A;@8:B:I6A7?8D CA<@^

:D7! ;:87<=>;<68I7<?8D?=D7D6I6<6R?<6:8 7A=F6;AHB?<E:=C! ?8D ?;;ABA=?<68I<@A;>B<6F?<6:8 :E7<?8D?=D7D6I6<6R?<6:8 <?BA8<7T

(C,(D)/'.) =<=?D6<6:8?Ba@68A7ACAD6;68A#9aP$& 68E:=C?<6:8 7<?8D?=D& D6I6<6R?<6:8& DAFAB:HCA8<H?<@

"修回日期# "#&#% *!# *!$

"作者简介# "肖勇! 教授! 硕士生导师! 发表论文 $& 余篇& 通信作者% 常凯"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项目 #项目编号% ZQa*#&#$ *cXZP*&&($&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项目 #项目编

号% Zc[*Za, *#&!/ *&'$& 广东省新黄埔中医药联合创新研究院联合创新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 #&##O1&##$"

!"引言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 是国

家基础性制度的关键组成部分! 更是引领高质量发

展和信息技术落地的核心抓手-!.

" 标准化作为信息

化, 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基础支撑! 其技术

价值在数字经济时代愈发凸显" 随着数字技术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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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 中医药信息化迈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 信息标准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中医药大数据

知识工程研究与建设的核心基础" 本文基于标准数

字化发展现状! 系统梳理中医药信息标准制修订与

数字化进程! 剖析现存问题与障碍! 提出深化技术

与方法研究, 构建服务平台, 加强人才培养等中医

药信息标准数字化路径"

#"标准数字化内涵解析

标准数字化是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标准全生命周

期管理! 实现标准规则与特性的数字化表达, 传输

与应用-#.

" 其核心包含两个维度" 一是标准形态数

字化" 侧重于如何应用标准! 利用数字技术改变标

准载体形式和形态! 促进标准从纸质文档, WMX文

档等初级电子化形态转化为结构化, 数据化等数字

信息形态 #如信息单元, 公式, 算法, 软件代码,

数据库, 系统软件, 系统设备等$! 便于机器设备,

软件系统等自动化解析和使用" 二是标准流程数字

化" 侧重于标准制修订, 实施反馈等管理! 利用数

字技术对标准的立项, 起草, 征求意见, 审查, 发

布, 实施, 复审, 修订, 废止等生命周期进行全过

程管理! 如通过标准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流程自动

化, 信息动态更新与关联查询! 其核心价值在于提

升管理效能! 而非内容数字化"

国际标准化组织 #O8<A=8?<6:8?BN=I?86R?<6:8 E:=

,<?8D?=D6R?<6:8! O,N$ 于 #&!/ 年提出机器可用, 可

读, 可传输标准 # 7<?8D?=D7C?;@68A?HHB6;?KBA!

=A?D?KBA?8D <=?87EA=?KBA! ,P319$ 概念-$.

! 依据机

器交互程度将标准数字化分为 &/% 级! 见表 !" 国

际典型实践包括% O,N与国际电工委员会 #O8<A=8?̂

<6:8?BUBA;<=:<A;@86;?Ba:CC6776:8! OUa$ 共同开发的

在线标准制定平台 #:8B68A7<?8D?=D7DAFAB:HCA8<!

N,M$! 可支持协作起草& 英国标准协会 #+=6<67@

,<?8D?=D7O87<6<><6:8! +,O$ 推出的+,OXBAS! 可共享

制修订经验-#.

& O,N通过在线标准结构化阅读平台

#:8B68AK=:J768IHB?<E:=C! N+W$ 实现标准目录关联

查询-%.

& OUa围绕 ,P319推进数字标准编写与传

播等工作-(.

" 这些实践为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提

供了技术路径与协作范式"

表!"标准数字化的'个等级

等级 名称 内容

& 级 纸质文档标准 完全没有与机器交互的能力

! 级 开放数据格式标准 WMX文档等电子文件存储与使用

# 级 机器可读文档标准 利用]PV, Q9PV等技术读取标准文档的章节, 段落内容进行简单标记! 实现标准内容的结构化和简单

检索! 但无法使机器理解检索到的结果与内容

$ 级 机器可读内容标准 具有标准内容语义化功能! 标记语义描述! 能够自动查找与处理公式, 图表和代码等标准内容! 机器能

够简单理解标准内涵! 开展标准间的技术指标提取和对比分析, 相似指标和相似段落对比分析等

% 级 机器可交互内容标准 具备标准要素内容及关系的信息模型! 可以标记要素关系的本体! 自动生成标准化文件! 机器能自动识

别与操作标准内容! 实现标准内容的智能推送与智能应答

%"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现状

%$!"中医药信息标准制修订及数字化现状

中医药信息标准化始于 #& 世纪 )& 年代末"

!/2) 年 1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2 正式出版! 用于

文献标引与检索-'.

& !//( 年首个国家标准 1中医病

证分类与代码2 发布! 规定了中医病证的分类与编

码& !//) 年国家标准 1中医临床诊疗术语2 统一了

疾病证候命名& #&&# 年国家标准 1全国主要产品分

类与代码 第 ! 部分% 可运输产品 #中药部分$2 发

布& #&&' 年国家标准 1中医基础理论术语2 发布!

规定了阴阳, 五行, 脏象, 气血, 津液等术语"

#&!$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的 1中医药信息标准

体系表 #试行$2

-).提出构建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的

任务和要求! 基于该标准体系! 在 #&!( 年专门设

立 !&! 项中医药信息标准研究与制定项目! 开展集

约化, 规模化, 专业化的标准研究与制定" #&!/ 年

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发布 1中医药信息标准编制通

则2

-2.

! 规定了中医药信息标准制修订程序, 体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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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编写要求及不同类别标准的技术要求等" 目

前已发布中医药信息团体标准 !&' 项! 立项在研标

准 '( 项! 涵盖基础类, 技术类, 管理类! 涉及医

疗, 护理等 ' 大业务领域! 初步形成与医疗健康标

准兼容的中医药标准体系"

国家标准层面累计制修订 1中医病证分类与代

码2 1中医基础理论术语2 1中医临床诊疗术语2 1中

医临床名词术语2 1中药编码规则及编码2 1针灸学

通用术语2 1健康信息学 中医药数据集分类2 等 #$

项标准-/.

" 在国际标准方面! #&!/ 年世界卫生组织

第 )#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 1国际疾病分类第 !!

次修订本 #OaM*!!$2! 首次将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

医学纳入其中& O,N先后发布了我国牵头研制的 1中

医药学语言系统语义网络框架2 1中医药文献元数

据2 等 !( 项国际标准-'.

" 综上! 现有标准多实现 !

级数字化 #WMX文档存储$! 但存在结构化缺失,

机器可读性不足等问题! 有待向高阶数字化升级"

%$#"中医药信息标准化流程数字化现状

政策措施方面! 系列规划意见部署中医药标准

数字化建设" 1 *十四五+ 中医药信息化发展规划2

将推进中医药信息标准应用作为中医药信息化发展

基础进行重点部署安排-!&.

" #&#% 年 ' 月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印发 1中医药标准化行动计划 ##&#%/

#&#' 年$2! 专门部署 *推进中医药标准数字化+

任务! 要求推动中医药标准化工作向数字化转型!

探索发展机器可读标准! 建立中医药标准数据库!

开展标准数字化试点-!!.

" #&#% 年 ) 月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 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 1关于促进数字中医

药发展的若干意见2! 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中医药数

据标准规范! 形成有利于中医药数据协同优化, 复

用增效, 融合创新的标准规范体系-!#.

"

标准化管理方面! 国家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

中医药项目一期专门建立统一的数字化系统! 研发了

中医药标准信息管理, 中医药标准化研究资源管理,

中医药标准化信息公告发布, 中医药标准化培训管

理, 中医药标准化项目管理, 中医药标准修订管理,

中医药标准化专家库管理, 中医药标准评价管理等功

能! 全方位提供中医药标准化全过程管理"

标准研制工具方面! 采用 ,U9#&#& 等专业工具

辅助中医药信息标准编制! 提升技术要素规范性与

文本处理效率"

标准公开方面! 以 ! 级 #开放数据格式标准$

为主! 主要应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国家

标准全文公开系统, 地方标准信息服务平台, 全国

团体标准信息平台, 国家数字标准馆, 中国标准服

务网, 中国标网标准在线服务平台, 中国知网标准

数据总库, 工标网等平台发布WMX格式的中医药信

息标准文本! 不同程度提供标准属性,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采标情况, 起草单位, 起草人, 归口单

位, 标准状态等要素的组合条件检索查询" 湖北中

医药大学标准化与信息技术研究团队正在研发 $ 级

数字化系统! 开展元数据关联分析, 机器可读标准

构建等创新实践! 推动标准的智能化应用"

&"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问题和困难

&$!"标准数字化顶层设计与认识理解不足

政策举措对中医药标准数字化提出了要求和任

务部署! 但缺乏系统化, 一体化, 连续性的顶层规

划和具体落实细节! 未从标准表现形式, 标准化过

程的数字化等方面提出具体路线图与时间表" 部分

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者未完全认识到标准数字化是一

场标准变革! 仅将其视为形成 WMX文档! 未意识到

其要打破传统标准载体形式, 改变标准资源分散管

理模式, 结构化标准内容, 建立标准间及标准内容

的知识图谱" 已发布的中医药标准推广应用人工成

本高! 大多以 WMX格式存储! 内容调用不便" 例

如! 使用 1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2 国家标准需先下

载WMX文档! 再通过光学字符识别 #:H<6;?B;@?=?;̂

<A==A;:I86<6:8! Na1$ 技术识别转化! 形成条目化,

结构化文档导入医院信息系统字典库"

&$#"标准数字化深入研究不足

当前中医药信息标准多以纸质文本或 WMX格式

发布! 仅通过标准化管理与展示平台提供简单检

索! 未构建标准数据资源库以开展内容结构化, 数

据化! 无法以数据形式共享共用-!$.

! 难以揭示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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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联关系, 引用关系等! 制约了中医药信息化

高质量发展和智慧中医医院相关建设人员, 研发人

员, 科研人员的标准信息传递与共享! 未能充分发

挥标准价值" 参照标准数字化分级! 中医药信息标

准数字化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 缺乏标准内容单元

拆解, 结构化标识, 关联引用关系重组等技术研究

和应用! 已制定的标准无法以数据化形式嵌入软件

系统, 应用平台, 仪器设备直接读取和使用-!%.

! 导

致采集, 存储, 交换, 汇总数据存在规范性, 准确

性, 一致性问题" 例如! 1中医药信息数据元值域

代码2 以WMX格式存储! 未进行结构化拆解以转换

成数据字典表供中医药相关信息系统使用"

&$%"标准数字化人才缺乏

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需要中医药, 信息技

术, 标准化, 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人才协同开展!

但目前缺乏同时具备这些交叉学科知识的研究团

队" 中医药信息标准研制者和数字技术人员缺乏中

医临床, 护理, 药学等知识! 难以理解中医药精

髓! 而中医医疗人员又缺乏数字技术知识! 多学科

知识交叉融合亟待增强" 能够深入开展标准拆解,

结构化标识, 知识库建设, 多形态重组展示, 大数

据分析, 内容交互, 自动识别, 智能推送等技术的

人才不足" 从申报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医药信息

标准的单位及人员来看! 标准数字化人才不足! 部

分申请人仅有科研经历! 为首次参与标准编制! 缺

乏标准数字化认识"

'"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路径与策略

1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2

-!.明确提出 *要发展机

器可读标准, 开源标准! 推动标准化工作向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转型+" 中医药行业应顺应标准数字

化转型大势! 优先从与数字化密切相关的中医药信息

标准入手! 重点突破标准自身数字化难题! 主动谋划

数字化路径和策略! 从顶层设计, 技术研究, 平台建

设, 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具体可行的措施"

'$!"加强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顶层设计

1中医药信息标准体系表 #试行$2 于 #&!$ 年颁

布实施! 但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中医药数字化转型!

需根据标准数字化要求组织修订! 调研已制定标准的

应用情况! 从机器可读标准内容或可交互的高度! 加

快推进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工作" 提出具体可行的

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建设路线图, 时间表和任务清

单! 提升标准化工作者的数字化转型意识! 促进其掌

握相关技术" 研究中医药信息术语标准, 数据元标

准, 数据集标准, 分类与代码标准, 共享文档标准

等! 围绕标准拆解与标识, 结构化处理, 标准知识关

联, 模型构建, 数据库建设等方面! 构建与医疗健康

信息标准相协同, 统一开放, 体现中医药特色的数字

化转型标准体系-'.

! 推进中医药信息标准与业务应用

深度融合! 实现标准知识结构化, 内容可读, 可交

互, 可推送! 为标准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引与支撑"

'$#"深化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技术与方法研究

标准是广泛认同和遵循的规则和知识! 是经过正

确性验证和科学性, 合理性认定并达成共识的知识成

果" 应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 围绕中医药信息

标准的机器可读内容! 研究知识数字化技术路线! 对

文本类, WMX格式标准使用 Na1, 自然语言处理,

语义识别, 语言模型, 知识图谱, 可视化等数字技术

进行提取, 标记, 分类和展示! 建立结构化的中医药

信息标准资源数据库和知识库! 开发以标准为底座的

程序或软件工具! 形成机器可用, 可读, 可识别, 可

解析的标准内容! 建立中医药信息标准知识图谱! 探

索软件系统, 应用平台, 仪器设备嵌入或直接读取使

用的工具" 同时! 将数字化贯穿中医药信息标准制修

订的全生命周期! 在数字化环境中众包协作开发标准

规范! 快速迭代, 动态更新中医药信息标准"

'$%"构建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服务平台

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需要信息平台提供支撑和

服务" 基于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技术与方法研究!

探索建立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馆和数字化服务平台!

研究标准化服务工具和模式! 对术语标准, 数据元标

准, 数据集标准, 分类与代码标准, 共享文档标准等

提供知识处理, 程序识别, 系统检索, 机器可读, 智

能问答等功能! 建立中医药信息化, 数字化, 智慧

'$%'

医学信息学杂志!"#"$年第%&卷第%期!!!!!!!!!!!!'()*+,-(./0123,-2+.(*/,4235!"#"$!6789%&!+79%



化, 智能化所需的数据字典" 研究面向智慧医疗, 智

慧服务, 智慧管理三位一体的智慧中医医院建设以及

区域中医药信息平台, 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等具体业

务场景的标准内容语义化, 可识别, 可交互应用! 支

撑数据采集, 处理, 存储, 共享, 汇交, 分析等全过

程的标准交换-!(.

! 使中医药信息标准推广应用更方

便快捷! 提升数据质量! 形成高质量数据集" 研究建

立中医药信息标准在线协作平台! 自动生成不同类型

标准文本格式! 规范起草中医药信息标准范围, 规范

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缩略语等章节引导语格

式! 以及字体, 字号, 段落间距等基本格式! 应用

共享文档模式实现众包在线修改文字, 表格等标准

内容! 让标准起草者同步研究, 互相协作"

'$&"加强标准数字化人才培养

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涉及多领域, 多学科! 需

要各专业人才协同并逐渐掌握其他领域知识" 研究制

定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人才培养计划! 支持以数字

化平台建设, 标准化项目等模式带动人才培养! 多形

式组建研究团队! 通过实践培养人才! 加强中医药,

信息技术, 标准化等学科人才交流互动! 注重科研团

队与中医医疗机构, 互联网企业, 学术团体等机构共

建共研-!'.

" 中医药高等院校以中医药信息学, 中医

临床信息学等重点学科为基础! 开设中医药标准化课

程! 编撰教材! 鼓励建设在线开放课程! 培育标准

化, 数字化相关人才! 学习标准制修订, 标准拆解,

结构化标识, 自然语言处理, 信息系统建设等知识"

,"结语

本文从加强中医药信息标准数字化顶层设计, 深

化技术与方法研究, 构建服务平台, 培养人才方面提

出了具体实施路径和策略" 下一步将以中医药信息标

准数字化为突破口! 开展更为深入的探索研究! 如分

析标准的使用场景, 服务对象及数字化应用! 厘清

中医药标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 知识体系! 特别

是中医药领域的技术操作规范标准! 实现中医药标

准可被机器读取, 交互! 为智慧中医医院建设, 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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